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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作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在全球各地迅速扩散开来，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我国作

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在过去的一年里也在积极应对疫情，虽然已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疫情

带给国人的影响不仅仅是生命健康层面的，对于广大群众的心理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下，不同

人群心理承压能力不同，重视疫情下的社会心理疏导是我国建设和谐主义社会的需要，也是调整好大众心

态，更好应对后疫情时代，尽快适应生活、工作以及学习的需要。本文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群众带来

的心理危害，分析疫情治理中社会心理疏导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并探究针对社会心理问题应该采取的疏导

和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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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突然，发展迅速，危害极大，在爆

发时期，更是引起了较大的恐慌。而在疫情的防控治理阶

段，对于群众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关注疫情对于群众

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疫情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不可

忽视的问题之一。因此，需要正视疫情带来的社会心理问

题，把握社会心理疏导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促进社会心理疏导工作的有效开展。 

1  疫情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 

1.1  焦虑和恐慌 
疫情爆发之初，因为其未知性和快速扩散性，让广大

群众异常恐慌，那些去到过重灾区的群众们更是人人自

危，群众对于和外界接触、食品消费等都小心谨慎，害怕

疫情“光顾”到自己头上，这种恐慌的心理持续时间长，

对于群众的情绪状态以及健康都会带来一定危害。 
此外，疫情下很多行业成为重灾区。因为要防止人群

集聚，所以很多服务类企业被迫停业，酒店、餐馆、娱乐

场所甚至是超市等，其经营都遭遇了重大阻碍，根据《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餐饮业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调

查分析报告》调研数据显示，疫情期间，78%的餐饮企业
营业收入损失达 100%以上；9%的企业营收损失达到九成
以上；7%的企业营收损失在七成到九成之间；营收损失
在七成以下的仅为 5%。而根据恒大研究院估算，餐饮行
业零售额仅在 7天内就会有 5000亿元的损失，可谓损失
惨重。这期间，不计其数的服务业黯然退场，还有很多遭

受重创的企业在摇摇欲坠之间，他们对于前途无所知，内

心异常焦虑，十分煎熬。这些心理状态长时间影响着他们，

导致他们心理压力增大。 
1.2  抑郁情绪 
疫情对于患者以及其家庭等带来的伤害也比较大，一

些患者在感染新冠肺炎后，情绪悲观、消极，精神萎靡不

振，对于康复不抱有希望，导致自身健康状态持续下降，

食欲不振，康复效果也大大降低。基于疫情影响，一些群

众被迫失业，而自身的房贷、车贷以及生存压力并没有因

此得到缓解，他们情绪低落，对未来没有信心，处境艰难，

濒临崩溃边缘，这些群体在疫情下，更容易受到打击，很

容易出现抑郁的情绪，这对于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是

大大的威胁。 
1.3  睡眠障碍 
一些群体在疫情背景下，出现睡眠障碍，这是因为他

们情绪紧张、焦虑，心理压力增大导致的。还有一些群体

是因为疫情期间，被隔离在家不能出门，长时间内心憋闷，

导致睡眠不规律，睡眠质量差等。 
1.4  强迫症状 
疫情防控中，勤洗手是关键，一些群众对于外界接触

的一切人和物，都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心理，导致他们在生

活中反复洗手，甚至到最后控制不住这种行为，强迫自己

反复的打扫家庭卫生，反复消毒，看家里任何地方都是有

病毒的，这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让他们举止反

常，内心痛苦、煎熬。 

2  疫情治理中社会心理疏导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2.1  保障群众健康，减少疾病和痛苦的需要 
疫情带来的群众心理健康问题，发展加重，会进一步

导致他们的身体健康问题，不良的心理状态、情绪状态等，

会加剧身体和心理的痛苦，甚至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疾病。

所以，需要重视疫情治理中的社会心理疏导工作开展，这

项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群众舒缓压力，让他们能够放

松心情，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疫情，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去

应对学习、生活和工作，减少他们的痛苦。 
2.2  维护社会治安和谐的需要 
疫情下，我们看到，有群众在核酸检测中和医护人员

发生口角，引发冲突。而究其原因，是群众认为医护人员

在核酸检测中没有勤换手套，他们害怕自己因此被感染，

而医护人员则因为工作压力大，和对方产生言语冲突，导

致医患矛盾升级。其中群众心理焦虑、紧张和猜疑的情绪

原因是导致矛盾的因素之一，而医护人员在高强度的疫情

工作压力下，也导致他们情绪紧张、烦躁不安。这些都说

明了疫情对于大众的心理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对于社会的

和谐稳定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对此，也需要通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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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缓解紧张和压抑的情绪，维

护社会治安和谐。 
2.3  保持良好状态，应对疫情的需要 
就目前国际国内的疫情发展形势来看，抗击疫情还是

一项持久攻坚战，需要广大医护人员和群众共同努力，而

受到疫情冲击，群众的心理问题突出，只有解决好这一问

题，才能够帮助群众调节情绪，保持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

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后疫情时代，继续打赢疫情的持久

攻坚战，获得完全的胜利。 

3  疫情治理中社会心理疏导的有效对策 

3.1  积极开展心理疏导活动，强化自我疏导能力 
针对疫情下群众的心理问题，政府要发动相关医院、

卫生所、社区等积极承担责任，开展社会心理疏导活动，

活动旨在解决“后疫情时代”社区党员、工作人员和居民

群众出现的常见心理问题，帮助大家解决在疫情防控期所

遗留的心理问题，并对因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疏导和

减压，提高大家对心理问题的应对技巧，也有利于提高社

区工作人员应对社区事务的能力，推动和谐社区、幸福家

园的建设。 
目前，新冠防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后疫

情阶段也不能放松警惕，关爱他人就是关爱自己，安全和

谐社区需要大家齐心构建。相关心理疏导活动的组织开

展，有利于帮助疫情工作人员以及广大居民群众应对常见

心理问题的能力，提升大家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提高群众

应对压力的能力。在具体的社会心理疏导工作开展中，可

以列举从新冠疫情的爆发期到防疫控制后期阶段可能会

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并详细讲解相应的应对技巧。 
此外，作为疫情社会中的一员，也要做到稳住我们自

己的心理，可以写写情绪日记、观察人们的身体语言等等

方法，让内心的不畅得以宣泄和表达。还可以尝试运用音

乐疗法和叙事疗法来缓解大家存在的心理问题，引导大家

有效地将心理问题进行自我疏导。 
3.2  把握重点疏导人员，开展专项疏导 
在疫情下，直接奔赴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承受的压力

和打击才是最重的，所以，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也

是开展社会心理疏导的重要工作。在疫情爆发之后，广大

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奔赴武汉重灾区，支持湖

北地区的抗役工作，他们不顾白天黑夜的工作，承受较大

的身体和心理压力，还要面对被感染的高风险，做好家人

的思想工作，更要克服内心的恐惧，专心救治患者，所以

在后疫情时代，开展社会心理疏导应该重点关注医务工作

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帮助他们做好调解和疏导。 
为了解决疫情一线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各地医院

调探索实施一线医护人员心理问题的干预措施。可以定期

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测评，排查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心理

问题。危机事件的发生势必对个体造成影响。危机事件的

威胁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将给个体带来各种应激反应乃

至应激障碍。医院排查了每一位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应激

反应程度，进行心理风险分级，再针对性地给予帮助。此

外，医院和政府还应该加强人文关怀，建立多元化的职称

考评机制和可持续的职业生涯管理体系。政策倾向抗疫一

线医务人员，增强他们的“获得感”。改革医院利益分配

机制，充分体现医护人员的专业价值，增强他们的“幸福

感”。表彰抗疫一线表现突出的医务人员，增强他们的“荣

誉感”。要合理做好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调休工作，让他们

在疫情控制后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调整好状态。 
3.3  强化媒体宣传，做好广泛普及 
对于疫情后各行各业、各类人群应该如何防疫、如何

恢复自身状态，以健康积极的面貌投入到后续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中，可以借助当前的互联网以及多媒体，通过多

样化渠道来进行宣传教育，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社会心理疏

导的必要性，明确自身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同时，通

过宣传教育，也能够让他们学习一些基本的防疫和心理调

控技能，避免不良情绪带来的不利影响。 

4  结语 

疫情对于国人的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必须要重视社会心理疏导问题，将社会心理疏导作为

疫情治理的重要工作内容来解决。在具体的社会心理疏导

中，要面向广大群众，同时也要把握重点人群，并做好宣

传教育工作，促进疫情下的社会心理疏导工作有序开展，

取得理想成效，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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