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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弹性状况及其对策研究
潘潇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心理弹性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或威胁的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心理，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会面临许多

压力与挫折，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对培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

了极大影响，在学校延迟开学、开展网络授课等特殊情况下，大学生其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容忽视，本文从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弹性

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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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疫情严重危害着大家的性命健康安全，这些重特大突发

性公共卫生问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在合理控制了疫情后，海外的

问题局势依然不容乐观，面对高度感染性的病毒情况，大家的心理

难以避免会受到影响。自打疫情暴发至今，大家一直受到焦虑、抑

郁和忧虑等负面情绪的困惑，重特大突发性公共性卫生事情导致人

体损害可以在短期内痊愈，但心理外伤通常需要伴随着时间、环境

和心理的变化而迟缓修补。”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心理情

况不可忽视，因此，必须研究分辨问题，分析缘故，找寻对策。

1.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弹性具体状况

新冠病毒肺炎的暴发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和公共性卫生危害，从

心理角度观察，它具备突发性和丰富性的特性，威协着大家的心身

健康，非常容易引起社会人群的焦虑情绪，进而影响社会的和睦与

平稳。大学生仍处在成年人初期，自我调整、自身管理和控制能力

较差，此外，他们在高校阶段的生活具备较强的主体性和多元性，

其短期应激反应，疏忽大意造成的欠佳现象更为普遍，焦虑情绪发

病率为 26.60%，其中轻微、轻中度和重度焦虑发病率各自为 23.19%、

2.71%和 0.70%。

焦虑心理：由于不明的新生事物，会出现焦虑和害怕。对 355

例大学生开展了新冠状病毒肺炎调研，49%的大学生担忧感染病毒

后无法痊愈，56.8%的大学生担心受灾地区人民，结果表明，新冠

病毒肺炎的流行速度更快，影响范围广，他们一直讨论流行病并与

别人一起探讨，这些全是焦虑压力情况的表现。

疑病心理：依据疫防期内大学生的教育和管理经验，许多学生

每日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用手机查找疫情进度，一些学生乃至对流

行信息“成瘾”，刷手机早已成为一项“任务”，每日任何情况下都

务必进行，这种“成瘾”事实上是无法控制的焦虑不安、害怕和猜

疑心理。在现阶段，“干咳”非常容易被当做“感染”。干咳占有了

大部分人的专注力，他们没有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去分析，使得普通

干咳与新冠肺炎经常混为一谈。

2.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弹性状况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

传染性疾病不但检测一个社会公共性卫生体系是否健全，也会

检测政府部门和公共性卫生单位的工作能力，还检测每一个中国公

民的社会道德素质、人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大学生面对重特大

突发性，公共性卫生问题，心理承受力差，非常容易发生信息负载、

焦虑、害怕等心理。

2.2 大学生认知因素

一旦疫情暴发后，不同的大学生会出现不同的心理现象，主要

来源于学生的认知能力要素不同。假如学生觉得他们更有可能感染

这种传染病，他们的害怕和焦虑情绪便会更严重。

2.3 大学生的人格特征

不同的心态会影响压力抗压强度的感受，尤其是內部控制人格

在历经压力后埋怨情况多，因此他们所历经的压力抗压强度小于外

界控制人格，大部分学生群体依然处于内部控制人格。

3.疫情期间解决大学生心理弹性状况问题的对策

3.1 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高校阶段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通过在高校生活中制订一

些客观、可行的生活计划，让大学生能够井然有序、规律性的学习，

培养办事的计划性，通过制订和执行这些计划，大学生能够提高对

学习和生活的自信心，进而能够更好地管理自身的生活和学习，为

培养优良的心理奠定基础，疫情忽然暴发和快速扩散，使每个人都

遭遇无法预测感染到的风险，面对这种健康威胁，大家自然会产生

害怕和焦虑情绪，此外，严苛的家庭隔离措施也是对大家心理承受

能力的重大磨练，大学生充满了活力，但他们的心理发展都还没彻

底完善，因此，应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弹性能力。

例如，在大学生回校以前教育和管理工作可以通过互联网开

展，在网上宣传《有关大学生安全知识学习和话题讨论活动的通

告》，在省高等院校进行大学生安全知识学习和话题讨论活动，通

过此类的话题讨论活动，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安全知识学习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安全观念和自身安全预防能力，以

此保障大学生的卫生健康，学校还能够通过动漫、视频、官方网账

户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疫防知识，努力构建轻松的宣传气氛，帮助

学生正确对待疫情问题，积极应对负面情绪，提高应对疫情的自信

心。通过适度的锻练、家务劳动、转换聊天话题、听音乐或看轻松

的电影，维持好现有的规律性生活，让学生学会积极迁移，提高心

理压力，抵抗能力，定期与同学们和老师保持联络，创造更好的心

理安全感。

3.2 思政教育与心理教育相结合

面对挫败，疫情等消极心理，大学生应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

应对挫败，减轻压力，积极应对挫败和压力能够更合理地处理身边

的问题，而胆怯和舍弃想法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长期性抱有这

些消沉心理会影响正常的心理状态，疫情期内的各种各样谣传使真

伪信息无法区别，具备巨大的破坏力，这些谣传多是耸人听闻、夸

大其词或居心叵测而生产出的焦虑心理。大学生社会经验尚浅，鉴

别能力较差，因此，心理疏导者应首先教育学生不要散播谣言或坚

信谣传，尤其是不要收看来源于新闻媒体的消极新闻报道，他们肆

无忌惮散播谣言或夸大其词负面新闻，没有任何正面能量。大学生

要学会从官网渠道获得疫情信息，见到全国各地人民抵御疫情的丰

功伟业，提高击败疫情的自信心，以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状态危机。

例如，在疫情防治期内，高等院校全方位进行大学生观念政治

教育和心理状态健康教育，并将二者融合起来，能够更好地实现全

体人员进行全过程、多方位的教育，像中国医药大学通过微信群众

平台，开放各种各样工作频道，包含编写高校辅导员演说、苄基疫

防栏目 FM1958 和直播“云升旗仪式”，进一步扩宽了大学生观念政

治工作的新渠道，推动了观念政治工作传统优点与信息技术的高度

结合，真真正正实现了互联网观念政治工作，搭建互联网观念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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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内切圆”，为了更好地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心理状态问题

的筛选，精确把握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情况，针对不同个人的对策，

实现一对一的心理辅导，以帮助大学生培养更好的自尊心，自信心

和客观的健康心态。很多高等院校心理健康中心开设了心理咨询热

线电话，解决学生在疫情期内的心理状态问题，学生能够预定资询

和配对咨询顾问，帮助他们回应问题和处理问题，减轻消极情绪问

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学校生活，让学生意识到焦虑情绪是正

常的心理反应，正确引导学生接受自身的心态，帮助学生适度缓解

压力和发泄，并为新学期做好相应的准备。高等院校要坚持心理状

态教育与品德教育、教育资询紧密结合，正确引导大学生尽早融入

重特大疫情环境，帮助大学生整体规划学习内容。

3.3 做好社交舆论引导工作

舆论社交是人和人之间在相处中创建的一种直接心理关系，社

交关系的优劣将影响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相处能力

强的大学生毕业更有可能有着优良的社会关系，并使他们的周边环

境更为积极和开朗。大学生应当学习大量的与人相处方法，改进社

交关系，通过参与一些实践活动扩张沟通交流范围，通过实践提升

与人相处能力，让学生对疫情知识有全面的了解，要留意个人卫生

习惯性的培养，采用必需的防护措施。坚信开展科学的防护工作，

疫情一定会摆脱，生活一定会恢复正常。要正确引导学生在重特大

危机事情中学习预防技巧，在科学防护的基础上维持良好的心态，

防止过度敏感期，不因感染病毒而惊慌，转移注意力是摆脱这种心

理压力反映的好方法。

例如，在防疫舆论引导层面，高等院校义不容辞地全力发扬，

传递正能量，为坚决打赢疫情保卫战给予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老

师能够生动地在防疫一线授课感人小故事，如武汉市医院医生张定

宇为抵御疫情和生命赛跑，武汉志愿者顺风车小弟李宏免费接送患

者，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让 4500 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

市，为防疫工作给予紧急保障。400 万社区工作者恪守基层一线；

1000 多位医护人员和警员被派去疫情前线，向大学生叙述平常故事

通常比理论阐述更生动、形象化，也更具有诱惑力和感召力。积极、

健康、向上的舆论引导，为青年人大学生摆脱心理焦虑给予了强劲

的精神驱动力。“面对艰难、敢于斗争”也给高等院校学生传递了

心理上的正能量。

结论：疫情防控持续时间越长，心理压力积压越大，更要做好

自我防护和心理调适，如果自我调节仍然不能缓解心理压力，则要

积极寻求专业的心理服务，以尽快恢复正常状态，一个个健康的大

学生必将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为快速打赢疫情保卫战打下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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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安院校文献资源建设问题解决措施
（一） 出台相应的以信息主导业务，以文献资源建设辅助政策

决策的政策

随着信息手段的更新发展，公安院校要紧随国家“情报主导警

务”工作的理念，推出符合公安院校公安学科发展的文献资源发展

政策，明确服务公安工作的原则，建立健全符合公安院校公安学科

发展规划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在各类型文献资源的建设中加大公

安专业文献所占比重，实现以文献资源建设辅助政策决策的政策制

定理念与目标。根据公安工作的创新发展，文献资源发展政策长期

性连贯性原则，文献资源建设政策也要不断更新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与制定。在文献政策制定的同时要结合公安院校办学特色和学院发

展定位，制定出适应学院发展的整体目标，紧扣学院各学科发展建

设需要的文献资源发展政策，包括文献采选制度、馆藏维护制度、

馆藏评价制度、馆际协作策略等。

（二）根据自身文献资源建设情况出台的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方面要明确自建数据库的目的是以服务基层公安工作，服务

公安学科建设，而进行自建数据库的建设，只有明确目的才能更好

的开展随后的工作；其次是要根据数据文献资源建设人才培养的要

求，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建立一支文献资源建设的专业队伍。此外

还需对现有数据库的内容广度和深度进行更新，依托公安大数据为

契机，开展提供基本数据，事项数据信息的共享业务。

（三）大力加强宣传力度

在全省公安队伍特别是基层公安队伍中，进行相应知识点的培

训，全面推进信息化决策主导公安业务工作的力度，并行成相应的

信息化建设政策，政策中重点突出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各个地区公

安局选派 1-2 名信息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文献资源检索技能培训，

让基层民警熟悉，通过省厅公安内网链接本省公安院校以查找文献

资源的流程，实现只会用百度搜索到实际工作中遇到不熟悉内容，

会首先利用本省公安院校文献资源进行相应知识的学习的转变；此

外，若能将文献信息资源技能培训与民警培训政策相结合，在全省

公安民警中行成长期有效的政策进行推广，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文献

资源建设脱离实际，建设后无人问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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