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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危机分析与教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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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1]影响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复杂而多变，其中人际关系是常见的因素之一，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学生学会分享、包容和给予，理解和关

心他人的同时获得自我满足感，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也成为了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一直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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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among whic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common factors. A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an help students learn to share, tolerate and give, gain self-satisfaction while understanding and caring for others,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 work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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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生群体，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学生提高自我认

知和自我完善水平，养成健康和积极的心态，也有助于学生走

向社会后的自我发展；而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学生的自

我认同感，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危机。心理危机容易导

致人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诸多方面功能的失调和混乱，对个人、

家庭、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故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

和良好的人际交往意识，增强自信心，消除自卑感，改善人际

交往的技巧，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更好地成长成才。本文

从一例因宿舍人际关系问题引起的心理危机个案切入，通过个

案的处理和解决，从中总结经验，进而对如何加强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产生的启示与思考。

1 案例概况

大三学生小丁，男，从大二上学期开始出现心情低落、不

愿与人沟通、兴趣减少；食欲不振、疲劳、睡眠不佳；记忆力

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滑等现象。

在学习上，小丁成绩处于中等水平，无挂科记录，但也未

获得过奖学金。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长远的规划，未考虑过

毕业后的去向，对未来比较迷茫。在生活中，晚上睡得比较晚，

经常熬夜至两三点，宿舍同学反映其平时爱打游戏，喜欢沉浸

在网络世界里。在人际关系方面，没有关系亲密的朋友，舍友

觉得他比较高冷，有距离感，喜欢独来独往，其他同学表示其

比较内向，很少主动与人交流，也甚少参加集体活动。未担任

学生干部，也未参加任何社团部门。

大二下学期，小丁同学主动联系辅导员老师，称他最近遇

到一些困惑想找人进行探讨。在交谈中，小丁表达出了对宿舍

的同学的不满，他说最近在备考英语四级，晚上睡得比较早，

早上要早起背英语，而舍友们很晚才睡，影响到了他休息；并

且他认为大家参加学生部门活动和朋友聚会是很幼稚的行为，

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他说他要拯救他的舍友，并且曾经熬

了两个通宵手写了近 5000字的“心里话”给舍友们，试图说

服他们认同自己，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他觉得很失落。

后来他觉得自己被其他几个同学孤立了，大家不跟他一起上

课、吃饭，没有共同话题，觉得宿舍氛围很压抑，感觉自己在

宿舍里就像一个透明人，这也让他心里非常难过。

小丁自述在大学里面还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他渴望

与大家打成一片，无话不谈，可惜现在的舍友跟他三观不合，

聊不到一起。大三上学期，班里有个转专业进来的同学小王申

请调换宿舍，小丁宿舍有个空床位，于是他非常积极主动地帮

助小王咨询调换宿舍的流程以及办理相关手续，想要和小王发

展成好朋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小丁发现小王也开始疏远他，

小丁觉得之前自己的付出都白费了，感到非常苦恼，甚至都不

想回宿舍见到自己的舍友。

2 心理问题诊断

经过访谈、分析，辅导员老师认为小丁长时间失眠、情绪

低落等现象符合抑郁症的症状，建议他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

诊断。经三甲脑科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及抑郁自评量表（SDS）

结果分析报告显示，小丁同学确诊为中度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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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原因分析

3.1自身性格的缺陷与不足

小丁性格偏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和别人交流时经常拐

弯抹角不直接表达自身情感和需要，从而使同学经常领会不到

他想表达的真实含义。大一曾去各种社团、部门面试均未成功，

从而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形成了自我评价过低，自卑和严重

不自信的心理。缺乏安全感，因为高中时自己犯了错误而让其

他同学顶包，导致一名同学被学校处分的事一直心存愧疚，不

敢与他人吐露真心。对自己缺乏信心，但又言语尖刻、态度孤

傲，把自己伪装得比较高冷，让人有距离感，致使别人不敢接

近自己。属于焦虑矛盾型心理，想寻求与他人亲密的朋友关系

但时常担心这种关系不会持久，过分敏感和悲观，患得患失。

3.2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

经了解，小丁父母在其小时候就外出创业，小丁从小由爷

爷奶奶带大。在小丁的成长过程中，爷爷对他要求非常严格，

如果小丁和其他小朋友发生矛盾，爷爷都会把错误归咎给小丁

并进行体罚，经常误会小丁，以至于让小丁从小对爷爷非常畏

惧，认为自己的亲人也不可信任。其父母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

平时忙于事业，很少关心小丁的学业和内心需求，比较注重物

质上的给予，忽略了对小丁精神上的关心；小丁有一个妹妹，

但是关系并不亲密，平时也很少交流。当小丁将自己患有抑郁

症的事情告诉父母时，父母并没有很重视，反而表示不能理解，

觉得小丁从小衣食无忧，没有生活的压力，怎么就抑郁了？小

丁感觉父亲比较严厉，自己不敢主动与他交流，母亲只会对他

进行说教，没有真正理解自身的内心感受，致使小丁不愿意跟

父母交流，曾经多次将父母亲的电话和微信拉黑。

3.3人际交往方式的不得当

小丁在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较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觉

得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事，常常试图用自己的想法去说服他

人，强迫他人认同自己的观点。小王同学住进宿舍之后，小丁

对小王格外照顾，且不允许他与其他同学有过多的交流和接

触，不然小丁就会“吃醋”，他觉得之前对小王付出了很多帮

助和关心，小王就应该感激他，跟他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并且在宿舍里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与宿舍同学发生摩擦

时，小丁即使感到不悦但也都憋在心里不直接表达出来，从而

使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地解决。一方面，小丁对和谐、友好的宿

舍关系报有极大的期望，希望与宿舍同学们能够无话不谈，其

乐融融，但同时，他对别人要求或期望太高，从而造成对人际

关系状况的不满，久而久之就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不愿与他

人交流。渴望交往的心理需求与心理闭锁的矛盾集于一身，导

致不能很好处理人际关系。

4 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

4.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

通过谈心谈话的方式，引导小丁摆正自己的心态，正确认

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且悦纳自己，消除自卑心理，建立自

信。改变其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自己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要有所回报。鼓励其参加集体活动，

锻炼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引导他要用适当的方式及时地

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表达出来。学会有话直说、有话实说和有

话好好说。

4.2引导学生积极配合专业治疗

小丁在确诊为抑郁症之后，曾一度表现非常自卑和无助，

不敢在同学们面前服药，生怕同学发现自己患病而歧视自己。

因为父母的不重视不敢向家里要钱，从而导致中途停药。辅导

员老师在谈心谈话的过程中，努力引导其消除对同学和家里人

的顾虑，鼓励他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和接受治疗，用实际案例现

身说法，重塑他战胜抑郁症的信心，并且帮助他预约学校心理

健康中心的老师定期开展咨询。此后，小丁积极配合治疗并按

时去医院复诊，也会定时参加学校的心理咨询。

4.3引起家长重视并建立家校联动机制

分管辅导员主动联系小丁的父母，将小丁的在校表现和存

在的问题如实告知他们，并且把抑郁症的危害性也作了解释，

成功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并且建立起了有效的联动机制。在这

之后，小丁的父母时常主动关心小丁的情况，也努力改变与小

丁的沟通方式，尝试去倾听和理解小丁的内心感受，让小丁慢

慢打开心扉，愿意与父母说出心里话。

4.4优化宿舍氛围建立朋辈辅导

通过约谈小丁宿舍的其他成员，将小丁的苦恼与真实想法

告知他的舍友，并得到他们了的理解与支持。他们表示与小丁

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小丁的一些想法他们不能

认同，而且小丁高冷的姿态让他们误以为小丁喜欢独来独往，

不想要跟他们过分亲密，所以他们也就慢慢疏远了小丁。在知

道小丁的真实心理以及想法之后，他们纷纷主动关心小丁，举

办宿舍活动努力改善彼此关系，调整好宿舍的氛围，帮助小丁

重新恢复积极的心态。同时也安排了助班、心理委员等对小丁

进行关怀与辅导。

5 效果评价

小丁经过持续的治疗和心理疏导，各方面表现情况有所好

转，学业成绩稳步提升，与宿舍同学和家长的关系也有了进一

步的改善，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战胜病情的信心，并且在人际关

系处理的方式方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

6 总结与反思

大学生的心理塑造、价值观养成是一项长期工程，贯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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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全过程，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2]高校辅导员和

心理健康工作者，要持续提高应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重视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建立和谐的自我同一

性，学会分享、接受和给予，使学生在校园中健康、快乐地成

长成才。如何更好地走进学生内心，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到润物细无声，还需不断地

探索和实践，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重点。

（1）建立五级联络机制，实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学生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重在对学生的心理危机早发现，早报告，早

评估，早治疗。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学院（领导

班子）-年级（辅导员）-班级（班主任、心理委员）-宿舍（心

康员）”五级联络机制，预防和监控可能诱发学生心理危机的

各种事件，组织学院心理部学生干部、班级心理委员和宿舍心

康员每月开展心理健康排查工作，留意班上同学情况，及时关

注异常学生，并形成心理月报进行反馈。全体师生员工需敏锐

觉察学生的异常心理与行为，分析研判学生心理状况，分辨并

发现危机对象，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根据预警指标评估预警

信息，明确干预对象，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出早期预测，防患

于未然。

（2）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做好学

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立足教育，重在预防。要在学生中大力

开展生命价值教育，引导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善待生命。

大力开展自我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愉快接纳自

我，积极发展自我，树立自信，消除自卑。大力开展危机应对

教育，提高学生对心理危机的辨识和应对能力。组织引导各班

委会、团支部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学生优化个性心理品质，

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定期组织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学校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教

育氛围。

（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培训，提升工作能力。

积极选派专兼职心理咨询教师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

心理危机干预能力，[3]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

化发展。做好学院学生朋辈辅导员、心理委员、宿舍心康员等

学生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考核工作，积极组织和参加心

理健康教育相关培训，增强他们对心理危机的预防意识和敏感

性，以更好地发挥心理委员朋辈群体工作力量。

（4）关注特殊学生群体，开展点对点帮扶。存在心理危

机倾向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是重点关注与干预的对象，

如疾患类、困难类、关系紧张类和应激反应类学生。可充分发

挥学生党员群体的作用，进行“一对一”结对子的形式，对这

部分学生进行点对点的帮助和服务，密切关注学生心理状况，

加强学生心理疏导和学习生活指导。

（5）建立家校联动机制，加强家校协同配合。学生心理

问题的发生与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离

异家庭、单亲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父母关系长期紧张的学生，

要重点关心和关注，家庭的支持和配合在学生心理危机化解过

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家校微信群等多种形式

强化家校沟通，引导家长理解和照顾子女情绪，提高维护子女

心理健康的意识，[4]注意与子女沟通的方式方法，避免引发激

烈冲突，导致极端事件发生。

（6）加强学生心理咨询服务，精准实施危机干预措施。

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及社会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发挥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作为心理咨询专门场所的优势和作用，满

足学生心理健康咨询需求，及时帮助个别学生疏导心理困扰，

防范情绪小问题转变成心理大问题、心理问题转变成极端行

为。要对学生咨询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根据学生心理变化，

及时调整咨询引导的方向和策略，保证咨询效果。要把解决心

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呵护和暖

心帮扶，减少各种外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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