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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作为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期望,在任何形势下对其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研究都是必要

且具有现实意义的。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近乎涉及到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省份,其中防疫政策也在持续

不断的完善。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为“新十条政策”(于2022年12月17日颁布),其是结合现阶段的疫情

防控、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条件下的科学防疫政策。现阶段,学校疫情防控为“没有疫情的学校开

展正常线下教学,有疫情的学校精准划定风险区域”。因此为了促进了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健康发展,

本文简述了后疫情时代的主要影响,对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其对策与建议进行

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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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and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ny situ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COVID-19 has almost involved most regions and provinces in China, 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y has also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lates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y is the "New Ten 

Policies" (issued on December 17, 2022), which is a scientific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y based on the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At this stage, schoo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to "carry out normal offline teaching in schools without epidemic, and accurately 

delineate risk areas in schools with epidemic".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main impact of the post epidemic era,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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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大学生的教育教学不仅包括知识教育,也包括心理健

康教育,所以为了增强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以及促进大学生的全

方位发展,必须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基于我国高校招生

实际,大学生一般都是来自于全国不同的省份,其性格特点、兴

趣爱好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与区别；并且在大学生活过程中,要求

大学生单独解决以前未涉及的不同问题,比如人际社会关系问

题等方面,上述现象都会影响大学生心理。尤其是近年来的新冠

疫情爆发后,反复无常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很多大学生的日常

生活与学习无法回归正轨,所以需要结合最新的防疫政策,有效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确保大学生能够坚持乐观积极

的生活学习态度,合理调整自身的心理与情绪。现阶段后疫情时

代下大部分省份已基本实现疫情的“常态化防控”,但新冠疫情

暴发初期的心理影响对很多大学生来说,仍然是难以抹去的心

理阴影。而且基于国家对于后疫情时代防疫政策的完善改进,

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变化,所以为了更好地应对

这一发展态势,必须加强对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进行研究分析。 

1 后疫情时代的主要影响 

后疫情时代一般是指疫情基本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

活,但是疫情还会存在,并且要求人们去顺应这种变化,而且后

疫情时代要求防疫和复工复产同时开展。 



教育研究 
第 5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9 

Education Research 

新冠疫情涉及到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省份,冲击到社会的诸

多行业,同时也严重影响到社会大众的心理状况,比如部分民众

存在心理焦虑等现象,所以需要科学制订防疫政策。目前后疫

情时代下的防疫政策在持续完善中,并且必须结合现阶段的

疫情防控、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要求,科学制订防疫政策,

现阶段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为“新十条政策”(于2022年12月17

日颁布)。 

后疫情时代下的文化教育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文化方面

的影响。新冠疫情对文化方面的影响非常大,其中我国防疫政策

的制订遵循以民至上的原则,把全民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充分

体现了党群一心,主要包括政府负责、人民配合、出行规范安全

防护等。同时支持援助相关国家防疫,展现了我国文化的强大自

信。第二,教育方面的影响。在政府指导和结合学校实际的情况

有效开展防护工作,确保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要求结

合最新防疫政策,加强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此外后疫情

时代对于大学生的影响,由于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情绪等容易受

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且具有周期短、波动大等特点。因此

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必须促进大学

生系统性的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识,提高心理素质。 

2 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其对

策分析 

后疫情时代,在疫情不断反复以及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

下,大学生心理难免会受到影响,如果不加以正确教育与引导,

不仅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甚至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

严重后果。所以需要对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从业人员提出新要求,

科学开展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确保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然而基于不同原因的影响,使得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以下就其进行简要分析,并

提出相应对策。 

2.1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分析。(1)观

念意识方面的问题。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主体仍然主要是由辅导员来完成,但是由于其心理健康教育的

理论知识等方面比较欠缺,导致其观念意识未能得到有效转变。

并且还存在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现象,造成心理健康教育课时

与系统性的课堂教学还存在不足。(2)生活学习方面的问题。后

疫情时代,新冠疫情随着全国的逐步开放,学校防疫政策也在不

断调整与完善,但是部分大学生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造成其在生

活与学习方面未能进行有效调节(不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日常生

活和学习),进而出现心理不健康问题。(3)应急反应方面的问

题。后疫情时代,由于大学生缺乏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并且受

到疫情爆发初始的影响,如果防疫政策改变与疫情突发时,很多

大学生在心理方面未能及时作出应急反应。(4)投入与宣传方面

的问题。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大了高校文化建设力度。但是

后疫情时代,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投入与宣传仍然存在不

足。只有在大学生发生心理健康问题时,才会受到社会大众的关

注。(5)家庭方面的问题。后疫情时代下的部分家庭还是会受到

传统应试教育浸染,始终只注重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缺乏对大学

生心理的关注,制约了大学生的全方位健康发展。 

2.2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分析。(1)转

变教育观念意识。后疫情时代下要求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开展,积极转变教育观念意识。比如需要辅导员做好大学新

生入学的心理健康建档、定期开展往届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

等,以便能够快速发觉大学生存在的心理方面问题,并协助解

决。同时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渗透于其它学科的日常教育教学

中,而且必须联系大学生的实际状况,科学设计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2)辅助大学生的学业与职业规划。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大

学生的学业与职业影响非常大(学习和就业都不能正常进行),

造成部分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下,需要遵循

“三全”育人要求(三全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通过学校、

班主任、学科老师以及辅导员等制订相应的制度,辅助大学生解

决在学习与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保障大学生心理健康。(3)

强化应急机制建设。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

强化应急机制建设,比如做好突发事件前的应急反应模拟训练,

科学处理突发事件(比如稳定教学秩序、调整大学生情绪),回顾

总结突发事件处理经验,为以后突发事件发生时,提供借鉴参

考。(4)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建设与宣传力度。后疫情时代,通过

社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投

入与宣传。让大学生了解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同时给予大

学生更多的实习机会(比如医学类专业的大学生,可以去一线抗

疫地区实习等)。(5)增强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能力。一般父母对

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比较了解,所以需要通过相关平台(比如微信

群等),做好家校交流工作,以便学校能够及时掌握大学生的心

理状态。后疫情时代下,由于防疫政策以及家庭经济等方面的改

变,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变化,所以需要结合实际,增强家庭

心理健康教育能力,以保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3 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议 

3.1正确树立防控意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大学老师和辅

导员是负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工作者,所以必须正确

树立防控意识,充分认识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控及其对大学

生产生的心理影响,高度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做疏导

工作。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1)大学老师和辅导员需要了解

掌握最新防疫政策,并且能够正确认识到疫情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影响,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并且把防疫的正能量案例作为教

学案例向学生进行分享、讨论,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能够感受到

社会的力量。(2)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教师需要扎实心理学专业

知识基础,利用多种渠道尤其是在线课程、新媒体等汲取广博知

识,不断提高自身的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尤

其是对于大学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产生的新的心理问题能够

做到随机应变,用专业知识化解学生的新问题。 

3.2加强家校合作。随着后疫情时代下的防控政策,以及家

校环境的变化,造成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所以需要加强家校

合作,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及时做到信息共享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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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辅导员要及时联系家长,了解大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经历,

以此建立一人一档。而且辅导员也必须及时向家长反馈大学生

的最新心理动态与生活学习情况。通过家校合作,确保学校与家

庭之间的沟通流畅,以达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目的。 

3.3实施动态监测与干预。后疫情时代,高等院校需要充分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控

平台,对部分大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进行动态监测与

干预。比如通过社交平台,老师与大学生的谈心交流,了解掌握

大学生沟通交流时的关键词或大学生自身发布的生活学习动态,

及时发现其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确保其在心理危机发生前,予

以干预解决,防止大学生因心理问题而做出危害自身与社会的

事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发展,其防控政策也得

到持续调整改进。同时后疫情时代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也存在

诸多变化,所呈现出的特点也不足而一。而且新冠疫情的爆发与

常态防控对绝大部分人的心理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大

学生也是如此,所以在后疫情时代下,需要从观念意识、生活学

习、应急反应、投入与宣传以及家庭等方面着手,结合最新防疫

政策、经济发展形势以及社会稳定要求等方面,有效开展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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