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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BT 视角下解决高校辅导员与学生谈话存在的部分问题 
冀丽  雷萍  张亚男  郭莹  冯蕊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摘要：如何有效把握谈心效果，培养当代大学生肩负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是当代高校辅导员要抓住的重点。伟大的教育家叶
圣陶曾说：“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辅导员充分了解学生才能够做到“对症下药”，谈心是辅导员开展工作的主要出发点，它
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情感整合。本文基于 SFBT（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原理和方法，探讨大学生解决心理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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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心是辅导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1.1 辅导员履行职责的要求之一就是谈心 
高效辅导员应与学生经常沟通，掌握正确的谈心方式，帮助大

学生及时解决思想认识、学习生活、择业以及人生规划等方面的问
题。辅导员处于学生工作第一线，对于学生来说也是最亲密、最可
信的朋友。定期与学生谈心能够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处理学生
日常所面临的的诸多问题。辅导员要重视谈心的重要性，随时关注
学生心理变化。谈心还可以增强学生对学校工作和老师工作的认同
感，同时增加了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 

1.2 谈心可以促进辅导员的发展 
辅导员谈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时间的不确定性，二是对

象的多样性。因此，辅导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
需要辅导员在开展学生工作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学习，逐步提高
自己的相关心理学理论水平。同时，通过辅导员与学生之间长期的
对话，辅导员也会相应提高自身的表达能力、逻辑思维方式、沟通
技能等心与心的对话技能。辅导员应重视谈心，发现每次谈心中的
不足，吸收知识，提高能力，进而促进职业发展。 

2.高校辅导员谈心效率低下的原因 

2.1 就事论事，坦诚相待 
辅导员的工作是一个复杂而涉及面非常广的工作。大多数情况

下，他们是事故后的“消防员”。大多数师生之间的对话经常发生
在处理各种紧急情况时。辅导员与学生交谈往往是因一件事而交
谈。一些学生向辅导员寻求帮助。辅导员往往只回答问题本身，没
有深入挖掘学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背景，没有时间与学生“面对
面、心连心”，也没有通过心连心的对话真正实现情感的沟通。2.2
“说教”不仅仅是“倾听共鸣” 

辅导员的职业定位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亲密朋友”。
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和做事的真实性。然而，许多
辅导员将说教作为心与心对话的主要方式，盲目地向学生传达他们
想要表达的内容，忽视学生在心与心对话中的反馈和表现。例如，
辅导员处理卧室冲突。卧室冲突主要存在于一对一和一对多之间。
辅导员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容易依靠主观判断，简单地定性是非，
片面说教，通过说教使学生改变思想和行为。众所周知，辅导员缺
乏倾听学生的声音、理解和共鸣，难以发现事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也就无法解决问题。 

2.3“使用技术”多于“使用艺术” 
辅导员在谈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需要通过各种咨

询技巧来解决的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高度，把握自己的位
置，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沟通，需要对话和思考的艺术性，比如，
辅导员处理学生党员的思想松懈。如果辅导员盲目使用倾听、移情、
尊重、自我开放等沟通技巧，尽管他们可以使谈话深入到潜在问题，
但很容易削弱基本立场和原则。在一般的心与心的对话中，辅导员
会使用开放式问题来了解学生的问题和情况，但如果他们盲目地
“偏离”，很容易偏离对话的主题。 

3.解读将 SFBT 应用于大学生心与心对话的意义 

3.1 理论来源 
SFBT，即焦点解决短期治疗（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起源于研究者 Steve de Shazer 和 Insoo Kim Berg 团队。SFBT 是一种
允许双方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确定其生活变化的方法。在这一过程

中，顾问与各方合作，制定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并积极协助各方
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和资源。 

3.2 SFBT 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SFBT 的重要基本信念基于建设性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解决方

案。为什么要将 SFBT 引入大学生的谈心中？因为这一理论遵循以
学生为本的基本要求，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适应性。
通过辅导员的话语引导和精神共鸣，学生愿意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制
定计划、设定目标并为之奋斗。辅导员帮助他们挖掘现有资源，形
成独特的成长路径，并给予他们充分的成长动力。这就是真正被称
为“人生导师”的辅导员的意义所在。 

4.SFBT 在大学生谈心中的应用途径与方法 

4.1 用建设性的耳朵倾听和理解 
“理解基础”是听者和说话者协调的一系列行动。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确保双方都能理解每一次对话。谈话前，辅导员应收集和
掌握学生的基本信息，特别是他们的家庭状况和成长经历，通过学
生在课堂和宿舍的侧面了解学生的日常表现，基于对这样一个参照
框架的理解和尊重，作为进入学生内心的基础。SFBT 的开放式提问
认为，这将开启当事人与辅导员之间的互动顺序。开放式问题通常
包含提问者未指定的默认位置，并且符合某些假设。当当事人回答
问题时，他会考虑这一默认立场的相关经验，同时接受这一默认立
场。对于辅导员来说，方法是从学生最后或更早的答案中形成或选
择下一个问题。辅导员需要不断关注学生的回答，判断和选择新的
问题，选择适当的提问时间，及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使师生
之间的对话能够集中在同一个核心、同一个渠道，努力实现共同的
目标。 

4.2 培养积极和良好的目标 
辅导员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容易给出

相同的建议。在 SFBT 对话技术应用中，我们应提前记录学生的成
长背景、个性特征以及通过对话学习到的阶段性需求，从而共同构
建学生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有意义、有利于学生成长、带来
希望的目标，使学生具有高度的变革动机。在辅导员与学生的心与
心对话中，这一目标体现为可观察、可测量、清晰明确、能反映变
化信号、有人际互动情境、能在行为的动态过程中进行描述，帮助
学生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共同变革,为监督检查提供动力支持。同
时，应该指出，谈心并非一蹴而就。辅导员必须时刻关注学生的变
化，持续推动谈心谈话，从而解决根本问题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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