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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对危机事件是辅导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危机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牵动辅导员的每根神经。新任辅导员作为辅导员群体中的特殊

群体,在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等各方面不足,在应对危机事件过程中,相比而言,新任辅导员的更容易产生压力,情绪波动会更大。关注新任辅导员

的心理健康,探索帮助新任辅导员解决危机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对于提高辅导员职业能力、实现职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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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自媒体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

注,各高校虽然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但高校危机事件还

是时有发生,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1]
。新任辅导员在高校辅导员群体中

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年轻有活力,朝气蓬勃,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和

满腔的工作热情,同时也存在经验不足、专业能力欠缺等特点。实践调

查表明,在应对危机事件中,资历较深的辅导员比新人更加的从容淡定、

处理方法也更有效,考虑问题更全面,个体受工作事件导致的情绪影响

更小
[1]
,充分说明了辅导员岗位是一个需要锤炼的职业。对于新人而言,

缺少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做支撑,即使满腔热情,也容易被危机事

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吞没”,同时新任辅导员自身的心理防线正在建

设中,尚且不够坚韧,危机事件中既要承担引导安抚学生,又要做好协调

配合相关部门工作,无暇顾及自身的心理需要。对于初入社会缺乏历练

的辅导员,心理平衡很容易被打破,陷入职业恐慌,甚至伴发焦虑、失眠、

恐惧等不良情绪
[2]
。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肩负管理和教育学生的双

重使命,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乎学生工作的开展状况,与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密切相关。为了全面促进辅导员群体的健康发展,帮

助新任辅导员快速适应,促进其职业稳定增长,须加大关注新任辅导员

在应对危机事件中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保证师

生心理健康的良性发展,对于稳定学校发展和促进学生工作提质具有重

要意义。 

1 应对危机事件中新任辅导员心理方面存在主要问题 

1.1自我期待较高,心理压力负荷过大 

新任辅导员大多是刚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积极上进,踏实努力,对

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认识,求学历程相对比较顺遂,有担任学生干部的经

历,参与过部分学生工作,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

富有爱心和责任心,渴望用实际行动解决学生工作中的重重困难证明自己

的职业价值。但危机事件往往是突发性、紧急性的事件,事发后,辅导员要

立即投入危机事件的应对中,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处理工作,新任辅导

员的经验的不足常常会影响处理问题的成效性,甚至会导致其他并发性危

机事件的发生,把“雪中送炭”演绎成“雪上加霜”,长期处于紧张的情绪

压抑中,辅导员的心理韧性不断被挑战,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能力,内心不

断产生否定自己想法：“我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为什么别人做的很

好,自己却越办越糟”“或许我不太适合做辅导员这份工作”。为了工作,

辅导员常常要先隐忍自己的紧张和恐惧,先处理好学生的工作,而自己的

负面情绪没有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排解,这将对辅导员的职业发展和生活

产生巨大的影响。 

1.2缺乏专业技能支撑,工作寸步难行 

危机事件的应对涉及到学生、学校、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是牵一

发而动全身大工程,需要超强的专业技能、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掌握

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才能在繁重琐碎的工作中保持清醒的认知,解决危

机事件带来的各种状况。从辅导员招聘的条件来看,为了满足学生工作多

样化的需求,招聘条件往往不拘泥于某一门学科,大多数高校招录辅导员

都是鼓励辅导员队伍多元化发展,因此,在新任辅导员群体中,专业完全对

口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辅导员求职前从未进行过系统辅导员技能培训,

即使专业对口,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开展实际工作,还是存在较大的差

别,走上辅导员工作岗位后,专业技能的匮乏是新任辅导员遭遇的第一瓶

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少专业技能支撑的辅导员就像空壳子,当危

机事件来临,赤膊上阵,往往迎头痛击的只有“遍体鳞伤”。 

1.3职业形象难低头,心理有事难开口 

辅导员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者,承担大学生的心理教育

的重要使命。应对危机事件中,始终将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放在首位,无暇

顾及自己的心理不适和压抑情绪,全力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危机公关工作。

同样是遭受危机事件的个体,学生有学校的关怀、老师的庇护、朋友的开

解、同学的陪伴、家人的守候,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辅导员的“形单

影只”,心理状况没有被及时关注。一方面身为职工,学校提供了职场平台,

应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工作,回馈学校的知遇之恩,加上初入职场,往往因

为好面子难以开口；一方面身为教师,我们教学生在危机中成长和突围,

如果自己克服不了困难的话,何以引导学生,愧为人师。于他人而言,辅导

员都是“钢铁塑身”,“百毒不侵”之躯,不管从哪种角度看,辅导员应该

都不是需要心理干预的群体。 

1.4危机事件频发不止,精神紧绷易疲劳 

危机事件大多与学生的安全问题紧密相连,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

生获取信息渠道多元化,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一定

的负面影响,使当下学生工作难度加大。全民信息时代,自媒体信息技术越

来越成熟,全民皆媒体,全程有媒体,将危机事件的影响越演越烈,在危机

事件爆发后,为了维持学校正常的学习秩序,降低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辅

导员要长期坚守在一线的岗位上把控危机事件对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加

班加点超长待机。这样长时间处于频繁的持续的负能工作状态中,工作热

情被大大消减,辅导员的心理负荷却节节高升。 

1.5对高校辅导员的心理支持系统利用不充分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度提高,社会对辅导员职

业认同感也在提高,辅导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开始被关注。许多高校已经

牵头搭建了辅导员心理支持系统,用于提高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但

由于新任辅导员初入岗位,对学校各部门功能认识尚不清晰,对学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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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支持系统关注和利用较低,甚至忽略了这一平台的作用,将害怕和恐

惧的情绪埋藏心底慢慢忍受；危机事件发生后,辅导员常常需要奔波于

各级部门做协调工作、联络家长、安抚学生等,容易忽略自己心理需要,

未能及时联系心康中心获得心理支持；寒窗十几载,终于熬到了毕业找

工作,家人对自己的期望也比较高,为了减少工作对生活的影响,大多数

人对家人报喜不报忧,关于自己的工作中的不开心较少对家人朋友提

及,未能主动倾述自己的内心需要。每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心理都有一

个承受不了的极限,它也许不是一件事就能触底的,但是长时间的累积,

心理的极限终将被打破,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还会重复上演。每一名辅

导员历层层选拔, 后如愿走上岗位,都曾期待可以大展拳脚,但经历

几次危机事件后,内心的害怕和恐惧,会削减辅导员的职业期待,令压

力不断飙升。 

2 对策 

2.1构建稳定有效的心理支持系统 

把握新任辅导员的成长发展脉络,根据新任辅导员的心理变化特点,

搭建健全的辅导员心理支持系统平台。在应对危机事件的前期、中期、后

期对辅导员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预防和干预。在日常工作中,学校要

加强对新任辅导员心理问题的关注力度,及时全面地掌握辅导员的心理变

化,了解辅导员心理健康的诉求并及时加以指导。定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活动、文体活动,切实提高新任辅导员的心理

健康水平
[1]
。加强辅导员专业技能的培训与锻炼,提高辅导员应对危机的

能力。在危机事件的应对处理过程中,学校相关部门更应该给与辅导员更

多的人文关怀,解决辅导员在危机事件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辅导

员排忧解难,缓解压力。心理咨询中心的教师应该主动介入辅导员的心理

干预,有效的开展辅导员的心理疏导工作,给出专业意见,帮助辅导员及时

调整情绪。 

2.2构建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 

危机事件结束后,组织开展辅导员的个体心理咨询或者团体辅导咨询,

开展朋辈互助活动,通过同事之间的工作交流,帮助辅导员解决工作中的

难题。辅导员的工作虽然千变万化,但还是有迹可循,建立新老辅导员结对

帮扶机制,用老辅导员的工作经验对新任辅导员进行全面的培养,提高辅

导员的工作能力,缩短适应期,能帮助新任辅导员顺利度过角色转换期,掌

握正确的工作方法,也保证了工作的质量。 

2.3完善辅导员职业能力培训体系建设 

新任辅导员绝大多数为应届毕业生,虽然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但缺

乏工作经验,面对学生工作的千头万绪,缺少经验的辅导员的会遇到许多

工作的难题和疑惑,不仅有技术上的难题,还有情感方面的诉求,同时新任

辅导员还存在适应新环境产生的困惑。针对新任辅导员的境遇,完善辅导

员职业能力培训,对于提高辅导员的适应能力和解决困难的能力具有重要

的作用。 

2.4提高自身工作能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学生工作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身为学生工

作者,想做好学生工作,要顺应时势发展,立足当下国情,了解学生的真实

需要,结合教育目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的开展学生工作,这

就要求辅导员必须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增加

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和补充
[3]
。把握学生成长发展规律,把教育和管理建

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提高工作效率。 

2.5尽早确立职业发展规划 

辅导员既是教师岗承担大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是管理岗承担学生

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双向晋升给辅导员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身为辅导

员要清楚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切不可南辕北辙,选定自己未来的

发展方向,在日常的工作中要有意识的锻炼自己这方面的才干,在学生工

作的实践中,汲取养分,提高自我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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