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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工作案例，针对个案具体情况，分析其心理问题

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思路，总结案例工作经验，包括加强教师心理健康培训，推进心理健康教

育日常化；构建同伴支持网络，鼓励同伴交往；家校联动促进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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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case studies of work 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 solutions, and summarizes the work experience,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in
mental health, promoting the daily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building peer support networks
and encouraging peer interactions; and joint efforts of schools and familie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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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

生的身心健康、学业发展和社会适应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

此辅导员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帮

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社会。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是

辅导员的重要职责，同时辅导员也肩负着心理育人的重担，

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因此分析大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的案例，探索其成因、找寻有效的解决方法，并总

结案例工作经验十分有必要。

一、案例介绍

小程，大二学生，男，不擅长人际交往，容易产生不良

情绪，学习成绩较好，与家人关系一般。他在进入大学后，

逐渐出现了一系列心理问题的症状。

2022年 5月 11日校心理中心老师与小程进行了第一次

心理咨询。该生自述最早在初中的时候因为感觉父母、老师

不理解自己，曾出现过过激行为，试图爬上窗台准备跳下去，

后来被保安及时发现，才防止了悲剧的发生。生活中有些事

情不是很清楚时，问父母如果他们回答不是很清楚，就会与

父母发生争吵，甚至大喊大叫，吼完之后爬上天台......，曾

给心理老师发消息：“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不造成很负

面的影响死去啊？就是不影响到学校，不影响到社会，不影

响到父母，不影响到朋友同学，我现在在天台......”。心理

老师看到消息后，将同学叫到心理中心了解情况，并安抚学

生情绪，谈话结束后学生自行回到宿舍。校心理中心的老师

当晚联系辅导员，将其情况告知辅导员，听取了心理中心老

师的建议，辅导员没有第一时间去他的宿舍，怕他引起过激

的情绪。但辅导员立刻联系班长及其舍友时刻关注他的情况，

出现危机事件倾向及时反馈，随后也将此事立刻报送给学院

书记、副书记以及学生家长。

小程愿意与辅导员及心理中心老师交流，其表示主要因

为小时候的遭遇导致目前的情况。小时候因母亲患有重病，

从小没法与他进行正常交流，经常面无表情回应他，他也时

常情感受挫，以为母亲不关心自己。所以，他也无法正确处

理人际关系上遇到的困扰，并且渴望外界的关注，当自己有

所付出时希望得到积极反馈，当他人不给予积极反馈时，就

会产生极度消极的情绪，并且无法自行排遣。

此案例反映的是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校园危机突发事

件以及人际交往困难、情绪控制困难等问题。这也是一个较

为典型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校园危机事件的案例。

二、案例分析

本案例中，根据小程的在校表现、成长环境、个人情况

等方面，分析其心理问题产生原因如下：

（一）追求极致的完美

该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非常渴望得到夸奖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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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学习、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上他都对自己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总是认为自己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在

完成小组作业时，因不满意组员的工作而向老师申请自行完

成作业，与同学的关系也因此一度僵持不下；在部门工作时，

原本已经交代其他干事完成的工作，但也因自己不满意他们

完成的效果，经常加班重新再做一遍；他想拿奖学金、想成

为主席团的一员……

（二）交流能力不足

该生喜欢独处，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该生平时在与人交

往时，难以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缺乏倾听能力，

可能过于关注自己的表达而忽略他人的意见。因为担心出错

或被误解，而选择回避交流场合，比如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时，就算不满意对方的工作，也会选择回避而不去沟通解决。

（三）家庭环境影响

家庭环境会影响孩子的情感发展和健康成长[1]。一个温

馨和睦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孩子的情感发展和健康成长，相

反，一个不和谐或者家庭冲突频繁的家庭环境可能导致孩子

的情感扭曲和不健康的发展。但在中国家庭中，家长更关注

孩子的学业成绩，忽略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在本案例中，

小程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还有一个姐姐，也是典型的核心家

庭结构。但因为从小母亲患重病，长期坐在轮椅，并且跟人

交流没有任何面部表情和情绪变化，小程无法理解母亲的状

况，以至于他从小没有真切感受过母爱。而他的父亲忙于工

作，疏于照顾与关心他。

三、解决思路

（一）建立信任关系，用爱灌注

大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一般是由于缺少家庭关爱或

者是家庭教育方式不当而造成的，这类学生渴望得到其他人

的关注与关心。作为一名辅导员，不仅要做好学生思想教育

工作以及日常工作，也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建立信任感。

该生之前最先是求助于心理中心的老师，而不是辅导员，因

此辅导员要与小程建立起信任关系，让小程感受到安全和被

接纳，这有助于小程敞开心扉，分享内心的困扰和压力。辅

导员应主动约他面谈，了解他每周的情况，并及时给予一些

建议与支持，建立好信任关系。

（二）合理研判，及时转介

心理问题其实非常常见，并不是发展为抑郁症、躁郁症

这样严重的情况才叫做心理问题，它是包含很多种的，轻微

的症状也属于心理问题的一种，一般在此时寻求医生帮助是

最有效的，可以避免其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疾病。但如果已

经发展成了严重的心理疾病问题，必须及时就医，服药治疗。

本案例中，小程曾自述夜里经常失眠，平时工作、学习压力

过大，经常出现情绪不可控的情况。根据该生这半年的认知、

情绪、生理状态以及出现的自伤行为，很可能心理状况出现

了问题，随时都有轻生的可能，需要及时就医。辅导员先向

学院领导以及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如实反映了小程的情况。经

校心理中心评估后，也建议尽快联系父母去往医院精神科就

医。

辅导员随后联系了小程的家长，建议家长尽快到学校，

进行一次面对面沟通。辅导员与校心理中心老师一同约见了

家长，并如实告知了小程目前的在校状态，建议尽快前往专

科医院就诊，监督其进行诊治、遵医嘱等，以免影响今后的

学习生活。家长表示，早在初中已经有所察觉，但当时没有

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也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隔了一周，小程

家长到学校把小程带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诊断结果为双相情

感障碍，建议服药治疗，暂可继续在校就读，过程可能出现

虚弱和嗜睡等情况。考虑到小程留在学校不安全以及快要放

寒假的情况，家长跟他本人都提出回家休养，等开学状态好

了再回校。

（三）陪伴治疗，及时跟进

面对心理问题严重的学生，辅导员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

学生：一是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通过观察、交流等方式

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二是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作为辅导员可以为学生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包括倾听学生的烦恼、给予建议和支持等。在小程

治疗期间，与小程及其父母保持联系，时刻关注小程的治疗

情况。小程表示，在服药之后，有一段时间状况不大好，可

能是因为药物的影响，但就医服药确实对自己的情绪有了明

显的改善。辅导员交代小程的舍友及同学，要经常与他联系，

鼓励他积极配合治疗，并辅导其功课，将期末考试的重点告

知小程。辅导员也帮助小程办理请假及缓考申请手续，使其

安心在家休息，好好养病。

（四）家校联动，协同工作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以预防为主、家校联动、协同工作，

为心理问题学生构建稳固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

化解学生的心理危机事件[2]。当辅导员发现有患有心理疾病

的学生时，第一时间需要联系家长，了解并反馈情况，但很

多时候家长可能对心理疾病产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会选择逃

避面对自己的孩子患有心理疾病的事实。因此辅导员还得与

家长解释心理疾病，正确认识心理疾病，并且与家长沟通，

监督孩子按时服药等问题。在本案例中，家长一开始也产生

了心理抗拒，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可能患有心理疾病，但

经过辅导员与校心理中心老师一同跟家长进行解释，其接受

了该事实，并表示会给予支持，会与老师们一起陪伴他渡过

难关。同时，告知家长如果在家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

合理有效的干预，有效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

四、案例成效与反思

经过一年的治疗，小程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并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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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学期返校继续学习，也按时吃药，定期回去复诊。小

程在校学习与生活已明显稳定，一切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经过对以上案例的反思，也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工作，

总结了以下几点工作建议：

（一）加强教师心理健康培训，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日常

化

近年来，心理问题已逐渐从成人、职业群体慢慢延伸到

青少年群体，甚至呈现低龄化的特征[3]。各大高校也在逐步

探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完善危机处理的办法。辅导员在开

展心理健康工作过程中，时常会产生无力感，一方面是缺乏

专业的心理咨询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是独自面对学生心理

问题时的恐慌。因此，高校应重视对辅导员队伍的思政教育

和心理学相关知识进行系统的培训和交流研讨，在面对有心

理问题的学生或出现心理问题征兆的学生时，提高辅导员队

伍的专业素质，能够正确、及时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和有

效的心理辅导。另外，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日常化，融入日

常教学或者是管理工作中，开展相关的主题班会或活动，促

进学生对心理健康的正确认识，不断提升学生积极的心理品

质。

（二）构建同伴支持网络，鼓励同伴交往

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彼此间所建立的情感联结能促

进学生情绪健康、人格完善等。当代大学生的交往方式以网

络为主，缺少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容易产生孤独感，往往

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但事实上，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被呵

护。所以，对于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与人交流和沟通的同

学，要多加注意，勤于与他们沟通，多给他们创造与同学交

流的机会，增加这类同学对辅导员和同学的信任感，为下一

步的教育工作做好铺垫。

（三）家校联动促进学生成长

在开展日常工作时，辅导员不是单纯靠着自己的力量，

就能达到有效的育人效果。而是需要与家长进行合作与协调，

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并培养他们成为具有健康心态、

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能力强的人。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时，就需要辅导员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

一同商量出最佳的解决办法，给予学生最大的保护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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