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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抑郁症症状学生心理调适与问题处理
——辅导员工作案例分析

孙婷婷

（潍坊学院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摘要：随着家庭、学校、人际交往等方面压力不断增大，1/3 左右大学生存在精神疾病或严重心理障碍。其中存在抑郁症症状的学生

不在少数。在长时间的情绪积累与沟通不畅的前提下，抑郁症症状学生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患者，进而导致严重事件发生。如何提前发

现并有效地对此类学生进行心理调适是辅导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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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概述

小苏，22 岁，2017 年考入我校。在日常的宿舍检查中，笔者

发现其经常独自一人留于宿舍，在宿舍或课上时常见其发呆。笔

者多次找到小苏沟通，小苏表示平时会经常失眠，晚上做噩梦，

喜欢发呆，有时还会不自觉流泪。根据小苏的情况，笔者随即联

系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在小苏同意的情况下预约了心理咨询。

某天下午，小苏拿着一张医院的心理诊单哭着来到办公室，

说得了抑郁症想退学。见其情绪不稳，笔者随即将她带入谈话室。

经过沟通了解到：期末考试临近，刚刚有所缓解的症状重新出现，

在情绪激动时甚至产生轻生念头；小苏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小苏

作为家中的老大，尤其是进入大学后，父母对其关心越来越少，

进而导致小苏心理问题的再次爆发。

了解情况后，我首先电话联系小苏就诊的市人民医院心理医

师深入了解情况，医师建议前往市精神卫生中心做二次诊断并建

议住院治疗。随即我联系了小苏的父母，小苏父母表示愿意听从

专业医师与学校建议帮助孩子。为防止意外发生，笔者安排其同

宿舍舍长时刻看护，自己也在辅导员值班室整晚陪同。

经过半年的治疗，小苏状态基本稳定，并可以继续完成学业。

目前，小苏在其母亲陪读状态下，已返校学习，精神状态良好。

二、案例分析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这是一则由小苏的心理问题引发的突

发事件，影响因素包括小苏自身经历、家庭环境、学业压力和同

辈关系等方面。

自身经历复杂，自我调节能力弱：小苏自小性格内向，父母

关心过少，致使小苏在青春期形成了极度敏感、自卑、厌学等心

理问题。由于此类心理问题的隐性，长时间的情绪积累与缺乏沟通，

为小苏后期心理问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父母关心不够，缺乏沟通：小苏进入大学后，其父母更多的

把注意力转移到年幼的弟弟妹妹身上，长时间缺乏效沟通致使小

苏心理问题爆发。

消极的自我心理暗示：小苏拿到诊单后，情绪爆发。在做完

检测后，情绪崩溃的她一直在用自己得了抑郁症束缚自己，在极

度恐慌的同时把自己归类为“病人”看待。

三、解决过程

（一）发现苗头，及时处理

在宿舍走访中，发现小苏存在轻微心理问题后，及时帮助小

苏预约心理咨询师，防止事件恶化，并持续关注。

（二）安抚情绪，稳定事态

面对心理问题爆发的小苏，及时将其带到隐秘的谈话室，安

抚情绪，防止事态恶化。深入了解小苏情况。

（三）做好应急安排

首先，通过电话验证小苏就诊情况。其次，将该事件汇报院

领导，根据领导指示进行预处理。第三，将小苏目前实际情况告

知其父母，等待其父母前来。第四，安排班干部一起时刻注意小

苏在校情况以免发生意外。

（四）家校合力，共商帮扶对策

小苏父母赶到后，把小苏的情况和医生建议交代清楚。通过

与沟通，了解其父母的教育方式，分析了造成心理问题的原因。

（五）听帮筛补，消除隐患

小苏问题暂时解决，但在校学生中可能有部分学生仍存在类

似问题，需要进行“听帮筛补”工作。开通“我的秘密和你说”

心理问题信箱，通过倾听与回信方式，帮助相关学生。定期对班

级心理委员及宿舍舍长进行心理问题培训，及时筛查班级中可能

存在的心理问题学生做到有备无患。

四、经验总结

（一）加强对心理问题学生的摸底排查

心理问题学生的教育引导是一项及其复杂的工作。及时发现

并有针对性地对心理问题学生进行调试，才能达到治标治本的目

的。在此我们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排查：大一新生入校后的心理测试，

结果可作为学生心理问题摸排预判的参考；开展心理类主题班会

教育等都可作为摸排工作的方式；通过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主题

班会，心理讲座等方式教会学生疏解心理问题。

（二）对心理问题学生教育要以“爱”为本

辅导员要以“爱”人的心态对待学生。解决学生问题的同时

把学生学业损失与学生心理问题曝光率降到最低，眼光长远，不

能为了工作便利，把心理问题学生学业问题“简单化”。

（三）辅导员要不断提高个人专业素质

由于服务群体的特殊性，需要辅导员在相关领域具备一定的

理论知识。辅导员要敏锐察觉到心理问题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不

协调性，对于学生轻微存在的心理问题能进行预判并及时处理。

五、结语

总之，学生心理建设工作复杂多样，辅导员要通过不断的理

论学习与经验积累才能对学生心理问题处理的更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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