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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角色定位及 

应避免的问题探究 
王瑾  赵竞  李宗霖 

（中北大学  山西省太原市  030051） 

摘要：在危机介入的过程中，心理咨询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危机的预防、事件的处置和介入后的关注。辅导员要提高
自己的能力，建立和完善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加强分类指导，并定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如何有效地运
用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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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unselors in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problems to b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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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risis intervention，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play a vital role，that is，crisis prevention，
event management and post-intervention attention. Counselors shoul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establish and improv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iles，strengthen categorized guidance，and conduct regula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how to effectively use the work strategy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s very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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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后备力量，担负着中国现代化的

重要任务。高校辅导员的工作重点是关注他们的发展，尤其要加强
思想政治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大学生步入校园后，面临着
学业、人际关系、就业等诸多问题和压力，许多学生由于缺乏自我
调整的技能，对挫折的抗拒力比较差，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甚至产
生心理危机。加强辅导员的工作能力，可以有效地防止和降低学生
的心理危机，保障大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优秀人才。 

一、心理危机的定义与辨认 
1.心理危机是什么 
“心理危机”是美国心理学家 先提出的。他认为每个人都在

努力保持一种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的内部稳定。在遇到大问题、
大变动时，个人会觉得问题很难解决，会影响日常生活，会产生压
力，会导致精神上的紧张，从而导致思维和行为的混乱，从而导致
精神上的危机。简单地说，危机是指个人在面对挑战时，自身的能
力和资源无法有效地处理。 

2.如何正确认识大学生的心理危机 
大学生的心理危机的认识主要有：一、情感的不正常。大学生

的情绪变化与平时有很大的区别，表现为情绪低落、失望、焦虑、
无故哭泣、意识范围缩小、情绪低落、自控能力下降等负面情绪。
二是不正常的行为。如果大学生有不正常的饮食、睡眠、个人卫生
习惯、不注重修饰、缺乏自制力、不能自我调节、孤僻独行等，都
需要引起重视。三是学习兴趣降低，比如无故旷课、经常迟到、早
退、学习水平急剧下滑、不能正常学习、听课等。四是对自己 喜
欢的东西进行扔掉或毁坏。五是一种自杀性的表现。比如，他们在
谈到自己的死亡、立遗嘱等问题时，有些人甚至会用某种方法来结
束自己的生命。 

二、加强心理危机干预的意义 
心理危机介入是一种对处于困难或遭遇挫折的人们进行心理治

疗和短期救助的方法。对处于精神危机中的人来说，可以使他们更
好地了解自己的精神状况，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人生困境和自己的心
理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方法，才能重
新适应社会。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心理危机干预已经成为国家
或地区的一项重要标志。精神危机的介入有两大目的：第一，不伤
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二是要使心理上的平衡和动力得到恢复。有
效的危机干预，可以让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安全感，减轻甚至稳
定危机带来的恐惧、震惊和悲伤，让他们重新回到平衡的心态，让

他们在短期内调整自己的生活，学会如何处理和保持良好的心态。 
为了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有效对策，许多大学都建立起相应

的危机预警机制、干预网络和应急干预措施。但是，心理危机干预
是一项涉及面很广、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辅导员是学校日常工作的
组织者、执行者、指导者，他们工作在第一线，与学生的关系 密
切，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难以
估计的后果。所以，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辅导员的角色研究，
对加强高校辅导员的管理、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维护学校的和谐
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心理危机干预中辅导员角色的定位 
1.预防者 
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

加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些学者提出了
价值观念对心理危机的产生、预防和干预的作用。价值是人的心理
活动的 高层次，它影响着人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等心理活动。例
如，有些大学生由于没有拿到奖学金而产生了意志消沉、自暴自弃、
人际矛盾等心理问题，但也有一部分人因此对自己产生了全新的认
识，努力奋斗，两者的差别在于他们的价值观。辅导员要正确引导
大学生的价值观，才能有效地防止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同时，辅导
员还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并在平时的工作中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使其能够正确地了解自身的心理问题，并及时地进行咨询
和解决；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户外拓展活动，可以有效地控制和引导
学生的不良情绪，防止大学生出现突发的心理危机。 

2.协助者 
一旦发现学生出现了心理危机，辅导员要立即进行危机介入，

并及时向学院和学院领导汇报。要利用自身所具备的危机介入知识，
及时应对，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危机介入专家到达时，将风险
降至 低。在危机介入专家抵达现场后，辅导员要配合专业人士收
集有关各方的资料，并与家长进行沟通，协助危机干预专家在事件
处置的全过程中进行。 

3.关注者 
在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之后，辅导员还要对事件进行一段时间

的观察，以确保事故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置，避免再次出现的二次危
机。首先，辅导员要注意公众的意见，并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导。在
这场危机之后，舆论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尤其是在网上。辅
导员全程参与了事件的处理，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然后跟学校的领
导沟通，形成一个统一的版本，再以学生干部会议、班会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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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学生，让他们用正确的目光去看待这次的危机，
而不是随便散布一些虚假的谎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其次，
辅导员要注意学生和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多加关怀，尽早从危机中
走出来，同时要与室友、班级学生骨干沟通，帮助学生和参与事件
的学生，并及时向辅导员反馈信息。当出现紧急情况时，也要安抚
家属的情绪，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第四，指导教师要注意学生的
心理变化。由于危机事件发生在他们的身边，有部分普通学生会过
多关注危机事件的发生，容易与自身的一些事件相联系，从而造成
思想和情绪的波动。 

四、心理危机干预中应注意的问题 
1.避免角色越位 
在心理层面上，危机干预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工作。要想避免角

色的越位，必须要通过转诊。转介与医院转诊类似，是一种有效的
危机介入方式，它是由目前的教育家或咨询师向另一位心理咨询师、
治疗师提供进一步的咨询、诊断和治疗，以帮助当事人获得 佳的
咨询和治疗。林孟平表示，转诊是教育人员或顾问工作范畴内的一
项工作，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恰当的推荐，体现了我们对教育、咨
询的有效性的严苛要求，同时也体现了教育工作者或顾问对工作的
忠诚和负责。 

因此，在心理危机处理中，当辅导员发现自己无法处理的问题
时，应及时通过转介的方式，将其转介到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
处理问题的专家。在转介的过程中，辅导员应注重转介的方式和方
法，掌握转介的时机，不要过早或过晚。过早地提出建议，会使责
任转移，使各方面临新的压力；如果转诊时间过长，就会错失对患
者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 好机会。所以，对于辅导员来说，恰当地
使用转介策略，不仅是一种职责，更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能力。 

2.避免角色缺位 
一方面，要防止心理上的缺失。首先，要建立一种可以防止学

生心理危机的观念。心理危机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致
可分为三个阶段：警觉期、阻抗期、衰竭期。在突发事件的早期，
辅导员能够正确地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从而防止突发事件。其次
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认识。一般来说，学生的反常行为背
后，都有潜在的危机，所以，辅导员不能轻视这些问题。要加强对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敏感度，发现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并将其排除，
以预防其发生。 

另一方面，要防止辅导员的工作缺位。在心理危机干预的全过
程中，辅导员不能有任何疏漏。在前期工作中，要善于发现和甄别
出有危机倾向的学生，收集他们的社会支持体系，如亲人、朋友等
相关的资料，并及时与他们进行沟通。在突发事件时，为专业人士
提供全面的应急服务。在干预的 后阶段，要与专业人士合作，对
处于危机中的学生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同学进行心理咨询，给予他
们心理上的支持，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3.避免角色换位 
大学生的心理危机事件，常常会对当事人的家人、朋友以及与

其有密切联系的师生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在进行心理危机
干预时，辅导员既要注意到学生，又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变化。 

一是要学会掌握心理调节的基本技巧。首先要对自己的心理状
态进行科学的评价，了解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做到劳逸结合，做到
量力而行。利用职业心理测验，认识自己的个性特点，避免个性缺
陷，充分利用自己的个性优势。其次，积极地学习并应用心理调节
技术，使自己从心理上摆脱出来。调节心理的方式有：转移法、宣
泄法、倾诉法、暗示法、放松法等。辅导员要根据自身的心理需求，
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整方式，积极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并要注意合
理的饮食，适当的锻炼。 

二是积极地从社会支持体系中寻求心理支持。心理研究显示，
社会支持是个体应对心理压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所以，当心理压力
很大的时候，辅导员应该主动寻求自己的社会支持体系，与家人、
同事、朋友交流，倾诉自己的烦恼，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以获得
他人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如有需要，请专业人士协助。在这一过
程中，我会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工作经历，从中发现一些可以促进自
己的精神成长的小细节，使其成为自己的精神成长的推动力，从而

使自己的心理健康不断地发展。 
4.避免角色错位 
首先，要使辅导员在工作中的角色定位要符合学生的利益 大

化。 大限度地利用学生的利益，是指导教师应遵守的基本准则。
在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辅导员应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其
给予积极的关怀和心理上的支持。无条件的正面关注，并不意味着
你一定要承认你的错误，但是你要把你的事情和你的人区分开来：
你的行为可以不同意，但是你要接受。让别人觉得你很受尊敬，你
很有价值，这样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你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自信，
你会想办法去克服你的缺点。 

第二，在实行分层教学的过程中，辅导员要转变自己的工作角
色。在个人的思想和道德结构中，心理和思维是不同的，它们是互
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心理是思维的根本，思维的发展受到心理的
影响和限制，所以，思想问题和精神问题常常是相互关联的，既是
不同的，也是相互关联的。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思维与心理的关系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时，应注重区分当事
人的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并对其进行分层教学，适时地进行工作
角色的调整。 

五、辅导员在心理危机中的工作策略 
1.建立大学生的精神健康档案，强化分级辅导 
对所有学生进行一次综合的精神健康调查，每一个有问题的学

生都要做一份文件档案，并将其归档，每天进行动态的心理追踪，
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访谈和帮助。比如，有问题的学生，需要班主
任、辅导员定期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的不良情绪，同时，安排学
生干部留意他们的言行，一旦有不正常现象，就会立即进行反馈；
对被评为一级心理问题的学生，如有问题，应及时送至精神健康中
心进行心理辅导，并与其进行定期的心理辅导，并随时跟进其心理
状态，并及时转介至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对其它年级、学习困难、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实行一人一档，
做好对困难学生的心理辅导。这类学生常常会有精神问题。此外，
对班主任、心理委员对心理问题的反映，要对个别问题进行归档，
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 

2.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规定，辅导员要加强自身能

力素质建设。首先，辅导员要把政治理论、心理健康等基础知识运
用于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
价值观念的培养。其次，必须具备良好的交际技能，有一定的管理
经验。具备较强的沟通技巧，能够让导师深入学员的内心，与其进
行情感交流，加强其信任，能有效地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惑和问题。
具备较强的管理知识和技能，能较好地处理学生及突发事件。 

结论：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高校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出现后需

要组织双方共同努力对问题进行干预，从而达到恢复正常状态，提
升个体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辅导员除了需要具
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要做好校园辅
导员的工作。辅导员和同学之间的沟通不仅有助于彼此的沟通和理
解，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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