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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研究
■ 李成亮(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摘要]大学生群体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是属于未

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部

分大学生或多或少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作为高校学生主

管的直接对接人，辅导员应该积极参与到大学生心理辅

导和健康教育中来。因此，深入挖掘大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剖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做好大学生心理疏导

工作，在新时期的素质教育工作中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本文主要研究现阶段高校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深究当下高校学生常见的主要心理问题及

影响因素，剖析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对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

注意事项，为各地区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现

及疏导方面提供相关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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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大学生处于青年向成年的

过渡时期，自我意识较强、求知欲极高，个性化发展

也在逐渐形成，但由于缺乏相关社会经验，使得大学

生心理成熟度不够，在面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会显得

幼稚和片面，从而间接产生一些矛盾和心理障碍，影

响其健康成长。作为大学生管理的直接责任人，高校

辅导员要直接担负起大学生心理辅导的责任和义务，

保证其身心健康成长。本文旨在研究现阶段高校学生

心理疏导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剖析当下高校学生

心理常见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探讨新时期高校辅

导员对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注意事项，为各地区高校

辅导员在学生心理问题发现及疏导策略方面提供一些

可行性思路。

一、现阶段高校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

众所周知，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栋梁和希望。大学生群体相

对弱势，且由于缺乏相关社会经验，心理成熟度不

够，在面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会显得幼稚和片面，在

遭遇到各种挫折和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各种问题和

干扰。因此，新时期素质教育背景下，辅导员加强高

校学生心理疏导工作有着必要且重要的意义。

首先，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可以使其重视

生命、珍爱健康。大学生群体是未来国家发展和建设

的主力推动者，是国家繁荣昌盛和民族振兴发展的主

力部队。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日益繁荣，但高校教

育更多偏向理论知识、科学技能和思想道德教育，而

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教育则是相对浅薄。有关数据

表明，部分大学生存在一些心理和思想问题，比如暴

力倾向、比如轻生念头、比如漠视他人生命等问题，

都属于心理问题的重要体现。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的

心理辅导，可以使得大学生重视生命、珍爱健康，增

强大学生对生命的重视和敬畏[1]。

其次，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可以使得大学

生有效预防潜在威胁。心理素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

重要体现，对其健康成长和后期步入社会中学习、生

活和工作都有着直接的关联性。虽然学校里万里晴空

一片祥和，但是步入社会后，部分大学生一旦遭遇挫

折，或者面临选择和困惑的时候，如果得不到排除和

解决，就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如若心理问题得不到

释放，在内心深处不断滋生，就会使得大学生出现各

种极端现象，比如自残生命或者危害社会。因此，加

强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心理辅导，可以使得大学生有

效预防潜在威胁。

二、当下高校学生心理常见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

素

大学生群体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日常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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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活中，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和干扰，部分

大学生或多或少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笔者认为，当

下高校学生心理常见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主要是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恋爱问题。新时代下大学生恋爱是极为普

遍的现象，大部分大学生在大学阶段都会拥抱属于自

己的爱情，但是恋爱要客观、要冷静、要合理。部分

大学生在恋爱观念上存在问题，比如霸道、强迫、心

理承受压力大，使得其会出现各种过激行为，从而对

他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比如每年个别高校因为

感情恋爱问题出现的恶性伤人事件，已经足以给我们

以启迪[2]。

其次，人际交往障碍问题。进入到大学新环境当

中，面对崭新的环境和人群，人际交往显得至关重

要。只有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才可以彼此交朋友，但

部分大学生由于内向自卑或者行为含蓄，往往表现得

不合群，人际交往往往出现困难。没有朋友会使得学

生出现心理压抑和抑郁情绪，尤其是来自农村家庭条

件较差的学生更是如此，他们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

神世界与城市学生存在较大差异，面对差异所造成的

心理落差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

家庭生活条件不好或者性格软弱内向的学生，往往会

出现各种人际交往障碍，进而引发心理和情绪障碍

[3]。

再次，毕业择业选择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讲，学

习的最终目的是就业和择业。部分大学生对就业和择

业存在心理恐惧，他们认为自己能力和知识不足，无

法承受就业中社会竞争压力。因此，部分大学生选择

考研来逃避现实就业。毕竟，大学期间的生活是安逸

和轻松的，结束大学生活进入到现实社会中会存在手

足无措、不知方向的现象。面对着社会的现实、欺骗

和压力，这就使得在校期间大学生心理出现压力、惶

恐不安、心思焦虑，影响到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4]。

三、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对学生心理疏导工作的注

意事项

（一）提高辅导员自身素质，掌握心理健康教育

方法

辅导员是高校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执行人员，需

要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对学生综合素养、尤其心理素

养培育有一定目标。辅导员要自我加强心理学相关知

识学习，要不断在学生心理辅导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

训，从而更加精准把握学生心理问题和障碍。辅导员

要具备较为高尚的情感，要去追求心理美，要热爱自

己的岗位；要深入学生基层，察觉学生所思、所想、

所感，努力引导学生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和

心态；要博学多才，要努力掌握社会学、心理学、教

育学、哲学相关知识；要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家庭背

景、性格兴趣、专业能力等有清晰的掌握，从而使得

在学生心理辅导上更具有针对性和精准性，从而保证

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顺利和平稳开展[5]。

（二）建立学生主体自助和互助机制，及时发现

反馈问题

对于心理辅导工作来讲，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帮助

他人，更要学会自助。因此，引导学生之间发自内心

进行心理互助，才是心理健康教育最大的目标。只有

学生更加了解彼此，才可以在彼此相互帮助中得到心

理安慰，从而获得更加良好的效果。辅导员可以在日

常工作中，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依靠班级、宿舍、

团组织，建立起学生之间心理辅导互助组，建立起完

善的班级、宿舍、团组织心理健康链，从而使得学生

和辅导员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学生心理问题相关资料。

对于产生心理问题的学生，互助组成员和辅导员要在

第一时间对心理问题学生进行情感沟通，及时通过心

理辅导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避免一些悲剧和问题发

生[6]。最后，辅导员可以与学生组织建立线上心理辅

导平台，对于性格内向、腼腆、不善言辞的学生可以

利用线上私密平台使其可以畅所欲言，从而采取更好

的方式方法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三）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情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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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往往是那些性格内向、个

性叛逆或者个性腼腆的学生。因此，辅导员在日常的

学习和生活中，要对这类学生进行特殊关照，要努力

赢得他们的信任，使得他们在遇到心理障碍和问题

时，可以主动向辅导员进行反映，从而使得自己可以

得到心理问题辅导。比如，辅导员可以通过各种班级

活动、日常谈话、网络平台等，更多加强与学生之间

的联系，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从而采取有效手

段进行心理问题的适宜处理[7]。对于发现的心理问题

学生，辅导员要避免大声斥责学生，更不能利用学校

处分进行震慑，而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坚持以

“学生为根本”的基本理念，更多关注学生的内心世

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情感沟通，帮助学生摆脱心理

问题。

（四）与心理问题学生家长保持沟通，制定心理

健康教育计划

对于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单纯依靠辅导员或者学

校单方面的力量，很难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

一方面，要与心理问题学生家长保持沟通、进行

联合是做好学生心理疏导的关键，对于发现心理问题

的学生，辅导员要多多与家长进行沟通，希望家长也

可以更深入了解学生现状，要及时进行自我反省，给

学生营造出温馨、安全、舒适的家庭环境。在辅导员

和家长共同努力下，可以使得学生心理辅导问题，获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8]。

另一方面，辅导员要根据学生的心理问题，精准

性制定出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计划。有些学生的心理

问题属于共性心理问题，如新生适应性、情感困惑、

就业压力等；而有些心理问题则属于个性问题，如自

残或他残、被害妄想症、情感强迫症等。辅导员要对

这些问题进行合理分类，从而使得自己的心理辅导工

作更具有针对性，使得学生的心理问题也可以得到更

加精准的治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栋梁和希望。大学生心理健

康与否，不仅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而且还

会对学校教学秩序的稳定、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高校辅导员要担负起大学生心理

辅导的重要责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要以学生为本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和思

想的引导，要扶植大学生搭建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要积极倡导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共管模式，要形

成人人参与、全员育人、齐抓共管的大学生教育新局

面。与此同时，在大学生基础心理辅导工作基础上，

辅导员还要积极进行学生心理疏导工作创新，利用新

媒体、互联网、抖音直播平台等做好学生心理疏导宣

传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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