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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管理的科层化和条块化造成了大学危机
事件管理的死角，而辅导员的特殊角色和作用可以有效弥补
这一缺陷。文章认为，辅导员应当扮演好“预防针”和“扫描
仪”、“发言人”和“救火队”以及“创可贴”和“煲鸡汤”的角色，
保持教育者的姿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大学生危机
事件管理有效性和针对性。

［关键词］高等学校；大学生；危机管理；辅导员

一、“预防针”和“扫描仪”
“预防针”指的是辅导员应面对全体学生开展预防性和

发展性的安全教育，使其正确认识自我，增强情绪管理、压力
应对、环境适应的能力，培养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
品质，提高危机应对和防范的水平。在此过程中，应注意两
点：一是整体教育氛围的营造。实际操作中，可采取“一三五”
的工作模式，即抓住一条主线（师生互动、情知互动、人境互
动），划分三个层次（班主任、学生干部、亲密朋辈），采取五种
方法（自我教育、咨询辅导、实训演练、社团活动、直接解决实
际问题），形成学校、校园媒体、家长以及学生群体四个因素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统一、有效的整体教育系
统。二是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双向渗透。由于危
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同时由于高校政治教育缺乏社会实践
的支持，以及社会价值标准从“神圣”执著型信仰转变为功利
实效等因素的影响，青年群体的非理性政治参与成为校园危
机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应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两种方式有机交叉、互动统合，同时对学生进行两种
模式的教育。辅导员既是政治引导者又是心理健康的维护
者，实施这一行为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通过面谈、网络通
讯、班级建设等途径达到这一教育的目的。
“扫描仪”指的是辅导员应在全面深入了解学生群体基

本情况的前提下，捕捉和筛查学生中间的异常信息，采取相
应措施以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其要点在工作重心由“事后
补救”向“事前预知”的转移。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重视新生入
学时的筛查。包括学籍档案阅读、心理普测、干部竞选等。二
是信息员队伍建设。引导并依靠党团干部、宿舍长、心理委员
关注重点时期、重点人群，做好日常工作日志的记录。三是建
好重点人群的心理档案。

二、“发言人”和“救火队”
“发言人”是指危机事件发生后，辅导员代表学校面对学

生和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和沟通、对有关舆论进行回应和澄清
的行为。2006 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
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但由于种种因
素的制约以及新闻发言人与高校党委宣传部之间职能的模
糊，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辅导员属于高校
的中层管理者，是上下传递、内外沟通的桥梁，客观上被推到
了“发言人”的位置。因此，首先要求辅导员有较高的政治素
养和业务能力。熟悉国家的大政方针、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
以及本校的办学方针、办学理念和各项规章制度等，熟悉学
生工作的要求和规律。其次，要求辅导员有较高的媒体素养
和应对技巧：一是要尽快搜集到危机发生时的一切尽可能知
道的事实真相，与校院两级管理部门统一口径，及时地说、主
动地说、智慧地说，避免后发而制于人的尴尬以及谣言对当
事人、学校声誉的第二次伤害。二是要重视并引导学生群体
非理性情绪向理性认识的回归。辅导员应通过召开主题班

会、举办宣传板报、网络平台等信息发布途径扭转舆论势头，
缓解群体紧张氛围，完成“化悲痛为力量与信心”的心灵抚慰
与思想动员。
“救火队”是对辅导员在危机事件参与过程中补救性功能

的形象描述。虽然不少研究者从辅导员事务繁杂、角色定位
不清的角度对部分辅导员“救火队员”的身份提出质疑，但是
在大学生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作为身处一线的辅导员应当
也必须扮演好“救火队”的角色。具体工作要求可以概括为
“一个中心、三大原则、六个步骤”，一个中心指以应急救援、控
制事态为中心；三大原则指遵循果断处置、及时转介、全程跟
进的原则；六个步骤指：首先第一时间赶到危机事件现场，控
制事态扩大和恶化，果断采取救援措施并迅速启动相关应急
预案；其次按照“五要素”（who、when、where、what、why）的要求
向分管领导和学校相关部门汇报情况，特殊情况要向公安机
关报警请求支持，“五要素”不全的，可以报“三要素”（when、
where、who），严禁以任何借口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三是配
合有关部门对危机事件进行调查、取证；四是分析认定事件责
任，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五是在职责范围内对事件的查
后、善后和对参与者的教育；六是评估效果，总结经验教训，改
进工作。这六个步骤前后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危机事件
处理流程。

三、“创可贴”和“煲鸡汤”
“创可贴”主要指辅导员对受害人的即时安抚作用，“煲鸡

汤”主要形容辅导员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重建功能，这两种角
色要求辅导员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关注重点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社会学家斯梅尔
塞认为群体行为是由六个必要且充分的社会条件共同构成，
即环境条件、结构性紧张、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的产生、诱发
因素、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当人们在受到威胁、不满和
压抑等情况下，为改变自身处境就有可能发生群体冲突。这
种价值累加理论启发我们，大学生危机事件的发生是由多因
素引起的，但具体而言，不满情绪的酝酿发酵主要源于对身边
现实不合理现象的焦虑与愤恨，比如家庭背景的差距、人际环
境的不适、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等等，然而这是辅导员或
者高校管理者无法从现实根本解决的。因此，作为教育者的
辅导员化解校园危机的一个重要工作即是对重点关注对象的
思想转化。具体措施有：一是在共情的环境中，理解他们的内
心所需，给予心灵上的抚慰和共鸣；二是通过校园主题文化活
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心灵的感化、情操的陶冶和哲理
的启迪，从而降低非理性信念的影响；三是通过非正式交往，
形成一种开放、自由的交流空间，以教育者的个人魅力感染饱
受危机困扰的学生，真正实现“青年导师”的职业理想。由此，
通过面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个别谈话教育与定期思想
汇报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预防和消除校园危
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重视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心理疏导。研究表明，由于
暗示和传染等心理机制的影响，身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个
体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心悸等心理现象在“气氛”的作用
下，比单个主体在同样刺激下的感受要深刻很多。因此，无论
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及时进行危机干预后
的心理疏导是必要的步骤。此项工作既可以依托校、院、系三
级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进行，也可以交由具有咨询师资格的辅
导员队伍担任，对于超出心理咨询范围的，应及时转介到专业
机构进行治疗。同时，应注意在心理辅导过程中，不可将大学
生等同于一般社会人士，保持咨询中的“价值中立”态度，而要
坚持明确的价值观念，在来访者自愿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利用
自己的正向价值观影响来访者，克服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尚未定型的缺陷，发挥“教育”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
用，真正实现学校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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