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verseas English Testing: Pedagogy and Research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2023, 5(3), 140-145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etpr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23.53014   

文章引用: 熊翀, 范浩坡.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辅导员角色定位[J].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2023, 5(3): 140-145. DOI: 10.12677/oetpr.2023.53014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

辅导员角色定位 

熊  翀*，范浩坡#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8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31日 

 
 

 
摘  要 

近年来，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危机事件引起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由心理危机引发的

恶性事件也受到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重视。在现今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是高校花费大量精力资源应对的主要问题，也是高校日常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难

题。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生活管理的承担者，辅导员往往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心理危机干预的发现者、参与者、处理者和反馈者。现阶段，国内高校普遍形成了一

套自己的危机干预处理办法，但仍然存在角色分工不明、应对水平不高的情况，辅导员在应对心理危机问

题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因此，明确辅导员在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中的角色地位，将更好地发挥辅

导员在危机干预中的作用，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维护校园安全。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全育人”的原则后，“三全育人”原则已

经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风向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如何在“三全育人”的原则指导下，

发挥辅导员在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应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必须要面对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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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psychological cris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whole society. Some vicious incidents caused by psy-
chological crises have also been emphasized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psycholog-
ic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of students are the main issues that universities need 
to spend a lot of energy and resources to deal with. Besides, they are also the main problem in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universities. As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aily lif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counselors often play a crucial role and they are the disco-
verers, participants, problem solvers and feedback providers in the intervention of psychological 
cris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t present, domestic universities have generally formed a set of their 
own crisis intervention methods, but there is still an unclear division of roles and a low level of re-
sponse. Counselors also face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dealing with psychological crisis issues. There-
fore, clarifying the role status of counselors in the psychological cris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ill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counselors in the crisis intervention,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stu-
dents, cope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rises and maintain the safety of campus. Opinions on Streng-
thening and Impro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ssu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7, has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which has already become the wind vane 
for management work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How to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unselors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is a research top-
ic that must be faced to cope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ris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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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高校学生心理危机问题现状以及辅导员在危机干预中作用发挥情况 

根据刘宁和徐其涛的研究[1]，大学生心理危机主要是指高校学生运用寻常应付方式不能处理的，由

于无法克服心理冲突或外部刺激而对遇到的内外部应激事件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大学生一旦产生心理危

机，无论在思维、语言，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如思维混乱、语无伦次、行为怪异、

严重不合群现象等。2020 年 10 月，大连某高校一研究生在实验室自杀身亡。根据后续了解，该生留有

遗书，文章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南京某高校 2022 年半年内连续 4 位硕博自杀身亡。这些案例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反响，心理危机问题也愈发得到社会的关注。心理危机干预是指运用心理学、心理咨询学、心

理健康教育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或人群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全方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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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指导、心理辅导或心理咨询，以帮助这些人平衡已严重失衡的心理状态，调节其冲突性的行为，降低、

减轻或消除可能出现的对人和社会的危害。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对面临心理危机的大学生采取迅速

而有效的应对措施，给予支持与帮助，使之逐渐恢复心理平衡。 
近年来，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危机事件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一些心理危机引发的

恶性事件也受到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重视。针对这些问题，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专门印

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加强学生管理和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着力提升学

生心理健康素养。其中特别强调要加强结果管理，提高心理危机时间干预处置能力。不久之前，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22 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其调查结

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报告指出，21.4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45.28%的

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大学生心理健康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当前辅导员在应对学生心理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辅导员在该项工作中具备较强的优势。

一是与学生紧密联系，辅导员从新生入学开始就组织新生入学教育，日常负责学生谈心谈话、党建团建、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就业等，可以说涵盖大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

能让辅导员更全面地联系接触到学生，和学生形成紧密的联系。此外，辅导员均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

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和责任意识。辅导员能够有效发挥协调各方、联系家长、同学室友、学校心理中心、

社会等的纽带作用。基于此，在当前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辅导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

是当前辅导员在应对心理危机问题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角色定位不够清晰、与各方面的协同不够

通畅及时、辅导员心理危机应对专业知识不够丰富等。 

2. 运用“三全育人”理论探究辅导员在心理危机干预中作用发挥的重要意义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作为“三全育人”内涵的三个方面，这三个要素之间相互配合，构成了全

面系统的育人模式。“三全育人”顺应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规律，为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开创

了新局面，充分运用“三全育人”指导思想和育人理念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有利于充

分明晰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机干预中各方力量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发挥，有利于充分发挥辅导员在心

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有利于基于辅导员工作特点实现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的连续性，有助于从各

个层面发挥辅导员的作用推动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覆盖各个场景，充分保障学生心理健康和人身安全。 
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是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全程介入，全方位覆盖[2]。针

对大学生，监护人、辅导员、导师班主任、学生、社会力量则是参与这项工程必不可少的人员，任何一

方都在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与预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缺一不可。其中，辅导员起到了

及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协调各方力量、实现信息及时反馈交流、干预举措及时落地、持续

跟踪后续情况的作用。此外，辅导员在全程育人的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入学到毕

业各个阶段的问题发现、协助心理健康中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谈心谈话及时发现并化解问题。课内课

外嵌入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内容，通过组织班级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改善预防心理健康状况，加强线

上线下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在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的这个系统工程中，辅导员起到了协调各方、跟踪全

程的重要作用，是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运用“三全育人”理论清晰界定辅导员在心理危机

干预中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心理危机干预能够顺利有效的实施并保障效果。 

3. 辅导员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角色定位 

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的建设具有专业性、实践性、复杂性的特点，预防心理危机发生及发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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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危机之后能够及时有效地介入，不能浮于表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仅仅只专注于当下的危

机事件，必须坚持系统原则，基于“三全育人”指导理念，从“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出发，

形成全员参与、互相融通、长期跟进的格局。而在其中，辅导员发挥着“协调员”、“陪护员”、“多

面手”的重要作用。 

3.1. 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的“协调员”，协调全员参与，织密防护网络 

3.1.1. 家校联动，加强沟通，信息共享，打好配合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需要家长直接参与和密切配合的

工作，家长对此项工作的配合程度将直接影响干预的效果。在高校学生工作的实践中可以发现，辅导员

是家校联系沟通的主要桥梁，学生在校情况、协同育人的任务往往都通过辅导员和家长的沟通来实现。

因此，做好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家校联动，必须充分发挥辅导员的桥梁纽带作用。 
加强家校联动，处理好心理危机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 
一是强化合作意识，建立合作机制。高校可以利用线上线下的沟通渠道，通过微信、电话、家长群、

家校见面会、家庭走访等这些聊天工具和交流渠道与家长进行交流。定期进行家庭走访，借助暑假、寒

假的时间开展家庭走访，伴随着网络交流平台和会议工具的普及，开展线上走访的条件愈发成熟，可以

大大提高家校交流的便捷性，提高家校沟通的效率。辅导员要充分发挥“协调员”的作用，在家庭走访、

家校交流中充分调动家长监护人的积极性，协调学校心理中心教师、任课老师、导师班主任等参与其中，

视具体情况，有效利用各种渠道，以保证在与家长的合作中联系畅通。建立交流的常规机制。通过不断

的交流沟通，强化各方的合作意识，化被动为主动，调动各方力量在心理危机发生前充分掌握学生信息，

积极主动关注重点人群，包括单亲家庭、学业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有心理问题史的学生。辅导员

和监护人、导师班主任、心理中心要畅通交流渠道，保持定期联系，在特殊重要时段如长假期、考试前

后、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升学求职阶段等向家长汇报学生的在校情况，同时了解学生亲子关系、在家

庭中的状况，各方均要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和现实困境。 
二是必须加强对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合作意愿。在实际的工作中不难发现，即便是到了大学

之后，大多数的家长还是主要关心子女学习问题，对子女在新环境的情感变化、心理状况关心较少。家

长在与辅导员联系的过程中常常聚焦于孩子排名多少、成绩有无退步、专业将来的就业前景如何等等。

此外，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程度不高，许多家长缺乏专业知识

甚至一些常识，另外因为心理问题很多在前期表征不是非常明显，出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对

心理疾病不愿谈及，有时甚至回避、抗拒，当被告知其子女可能出现心理问题时，家长往往很难正确接

受和积极配合学生治疗，甚至认为是学生自己“想不通”，乃至贻误了病情。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渠道

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强化学生家长的认识。比如辅导员在组织新生入学教育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时，

可以通过直播或者学生家长参与的形式，将学生家长纳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来，帮助家长提高意识和合

作意愿[3]。 

3.1.2. 辅导员、导师班主任、学生干部相互联动，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预警介入 
当前我国各个高校在进行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的工作中，都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和应对预案，

以 H 省某高校为例，在面对学生心理危机时，二级学院和心理健康中心联动，对学生危机问题进行干预。

并为心理危机学生建立五级防护网，通过辅导员来联动心理中心、监护人、学生干部、班主任或导师对

学生进行全面关注帮扶。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浮于表面，联动介入效果往往不明显，家长因为距离原因，

以及很多心理问题都是由原生家庭造成，能够给予的支持有限。任课老师、班主任导师往往专注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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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认识和帮助有限，学生干部由于本身的学生身份也往往能够在危机干预中起到

的作用有限。因此，总的来说，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全员育人落实效果不够明显，机制有待优化，辅导员

在联动各方开展危机干预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开展辅导员、班主任、导师心理

危机学生会商、防护网中学生干部、宿舍长团建活动等，加强辅导员与五级防护网上各人员的交流沟通，

强化辅导员的联动协调作用，确保能够日常开展关注关怀、疏导引导以及后续的状况跟踪。 

3.1.3. 发挥校园所在辖区资源优势，建立联系，及时联动 
相比高校和家庭的资源，社会资源更为丰富。社会既能提供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也能够为学

生心理危机的预防与干预提供重要的补给和支持。当前高校在实践工作中能够发现心理危机干预，特别

是重大心理危机干预，往往需要包括公安部门、精神卫生管理部门、医疗机构的合作。一些高校也加深

了与精神卫生机构、专业医院的合作，例如为患有精神障碍或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送医，畅通绿色

通道，邀请专业医疗机构的精神科医生到校医院坐诊。高校保卫部门与辖区公安部门也建立联系，及时

介入可以大大降低心理高危学生自杀自伤以及伤人事件的发生概率。但在面对比较紧急和突发的情况，

辅导员需要层层上报，再由学校主管部门进行沟通，这样往往可能会延误时机。建议强化辅导员的联络

权限，畅通紧急情况下辅导员直接联络医院、公安部门的渠道。同时，定期开展辅导员、校外部门经验

交流沟通会，加强校内校外联动，共同守护学生健康安全。 

3.2. 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的“陪护员”，做到全程跟进，全程育人 

3.2.1. 抓牢全程育人，组织好全程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员全程“陪护” 
心理危机干预的全程育人，是指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要贯穿学生整个大学学习生活。从进入大

学报到到在校期间就读的各个阶段乃至毕业离校，各个阶段各个时间节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都有可

能出现。倘若在全员参与的基础上能够全程跟进，则能够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持续的关注与关

怀。此外，心理健康教育也具有全程性，高校应该根据学生不同年级阶段的学习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

以及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人生问题，抓住重点和关键，因时制宜，精准投入，有针对性地提供教育内容

和帮扶举措，做到心理健康教育全程覆盖。根据高校辅导员的带生习惯，一般辅导员都会持续从入学带

同一年级的学生直到毕业，辅导员的工作连续性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持续性和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需要

辅导员的全程参与和跟进。辅导员应该从入学开始通过入学教育对新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结合新生心

理健康测评、新生谈心谈话，对新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台账。在大学不同阶段结合学生发生的重要事件、

家庭走访、家校沟通情况，对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追踪，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化解。 

3.2.2. 心理危机干预过程的全程跟进，全程协调 
辅导员在针对心理危机干预具体事件处理时，除了要构建五级防护网、联动和发挥五级防护网上每

个干预力量作用外，在危机事件发生前，要配合心理中心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发现排查，在危机发

生时，及时联结各方力量，加强沟通，迅速采取措施保证学生安全，减少事件对当事人及其周围学生的

负面影响，事后持续关注，积极采取恢复措施，降低问题复发概率。 

3.3. 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的“多面手”，做到多层次发力，全方面覆盖 

3.3.1. 依托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完成心理育人 
除了依靠校内健康课程讲座、心理知识宣讲等传统形式外，高校也可以进一步创新形式，充分利用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形式，嵌入心理健康教育。例如可以积极利用实习协议单位、校友资源、通

过学生实习实践、劳动教育、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校外志愿服务活动等，搭建学生与优秀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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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优秀人士、高质量就业单位的桥梁，让学生能够与社会近距离接触，加深对所学专业的认识，提高

对专业自信与学习热情，明晰职业规划强化对未来的信心。此外，通过社会实践提高学生的调查研究能

力、吃苦耐劳能力和抗挫折能力，通过志愿服务让学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收获助人的幸福感，提升自

我价值感及生命意义感。辅导员在组织这类活动中除了覆盖全体学生之外，要特别关注心理问题在库学

生，跟踪他们的状态，通过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更加积极参与适合自己的相关活动。 

3.3.2. 强化校园媒体宣传功能，完成心理育人 
当前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离不开互联网，学生每天花费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占比极高，获取信息和

咨询也往往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包括校园媒体，学生往往都关注了学校学院的公众号、官方微博、官网等。

因此，借助校园媒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可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与自媒体，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及宣传。大部分学院层面的微信公众号都由学生干部团队运营，辅导员进行指导。因此，可以

充分发挥辅导员在网络心理育人和危机干预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对辅导员的相关培训。可以依托线上媒

体建立线上心理互助的倾诉平台，如树洞等，让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倾诉烦恼，辅导员及时掌握信息，

回应问题。此外，还要加强校园媒体的宣传和运用，通过微博、微信等不同的平台，发布心理健康教育

科普文章、短视频，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同时大力宣传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

理咨询功能和预约咨询方式，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素养，同时让大学生在遇到心理问题时能够找

到求助的渠道方式。 

3.3.3. 借助辅导员谈心谈话完成心理育人和危机干预 
谈心谈话是辅导员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引导工作的一种有效方

式。立足于大学生的常见思想问题和现状，通过经常性的谈心谈话，不间断地向大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

基础理论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4]。辅导员应

该不断加强学习和训练，提升谈心谈话能力水平，借助定期的谈心谈话与大学生建立良好互信的师生关

系，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面临的现实困境，从而因势利导、顺性而为，帮助他们全面认清

自己，学会利用自身资源克服遇到的烦恼，促使学生自身健康、和谐成长。面对心理危机学生，定期的

谈心谈话是辅导员掌握学生心理状态和现实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帮助学生排解内心苦闷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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