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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多重人际压力叠加的情况下,很多高校毕业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表现为情绪上心理状态失衡,或焦虑不安或悲观消沉；认知

上出现偏差,或前景迷茫或盲目从众。因此,我们要在尊重大学生心理发展特征的基础上,结合疫情下所呈现的问题探索毕业生成长辅导的有效

途径,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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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辅导案例分析 

1.1基本情况 

小李,研三学生,家里独子,家庭经济状况尚可,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导

师对该生评价较高。疫情期间,班长反馈该生经常不按时进行每日健康汇

报,研究生辅导员排查后发现该生一周内出现5次不按时汇报现象,马上线

上约谈该生。该生表示因最近熬夜查文献而错过汇报时间,同时咨询研究

生辅导员是否可以线上办理休学事宜,由于远程交流不可控因素较多,研

究生辅导员为稳定该生情绪,与该生协商先去科研办咨询再准确答复。 

1.2辅导原因 

该生毕业在即,目前已签约一家私企,导师也表示按照进展毕业论文

不成问题,但却跟研究生辅导员提出休学,研究生辅导员把这一异常情况

反馈至心理辅导员,及时做好转介工作。 

在电话交流中,小李表示自己近1个月整体状态很不好,每天前半夜查

文献,后半夜辗转难眠,白天一睡睡到11点多,整天没什么精神,感觉每天

被各种现实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觉得自己很没用,否认存在极端想

法和行为。考虑到该生长时间情绪低落和远程辅导局限性,心理辅导员建

议该生去附近医院心理咨询科就诊或预约心理援助热线,但该生都给予拒

绝,理由一是疫情期间往返医院新冠肺炎感染风险较高,二是觉得学院心

理辅导员更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辅导效果会比心理援助热线要好。在尊

重学生个人意愿以及考虑当下暂无生命安全风险,同时也不属于精神疾病

发作状态,心理辅导员对该生进行线上成长辅导,每次将辅导内容及时反

馈至学校心理中心,心理中心给予专业指导和建议。 

2 辅导过程 

单从该生想休学的行为来看,辅导定位应是学业发展问题,但通过全

面梳理该生压力源,发现该生与周边重要关系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意见分

歧的情况,造成超负荷压力,这才是引发异常情绪波动和深深无助感的主

要原因。辅导老师一方面注重他的内在需求,聚焦于人际交往的技巧,探索

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另一方面,逐一与周边重要关系人线上沟通,了解他

们心目中小李有哪些积极品质,并强化和搭建多方的沟通桥梁。 

2.1第一次线上辅导：宜拉近距离,疫路有“苦”心人 

通过建立适宜的辅导关系,辅导老师耐心倾听小李诉苦,小李表达自

己对于周边人“苦口婆心”的不满,采用具体化技术引导小李从抽象概括

过渡到具体分析困扰自己的原因,归纳出压力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迎

合家人的过高期望、渴望导师的学术认可、回避女友的未来憧憬。 

2.2第二次线上辅导：依优势资源,疫路有“用”心人 

理清小李与周边的人际交往关联,分析产生冲突的具体情境,澄清事

实并重新归纳小李的自我表述分别为不想辜负家人的期盼、导师的希冀、

女友的憧憬,让小李体谅周边人的“用心良苦”,学会适当依靠大家的力量。

所以第二次辅导重点在于识别小李内在的积极品质,辅助他利用外在环境

的优势资源,避免单一视角情绪化看待问题。 

2.2.1善用亲情和缓就业争执 

辅导老师从小李从小就愿意采纳和相信家人的选择,对待家人是信任

和顺从态度的成长历程,引导小李理性看待亲子关系,感受父母对他的爱

和关心从来没变,依然可以像从前从一样信任、信赖他们。 

2.2.2妙用恩情延缓学术摩擦 

辅导老师从小李总能按时完成分配任务并持有自己学术观点的求学

之路,疏导小李客观看待师生关系,体会导师对他一直寄予厚望,学术要求

严谨是对他学业的负责,依旧可以多多跟导师讨论学术问题,听取老师中

肯建议。 

2.2.3巧用爱情舒缓情感冲突 

辅导老师从小李对女友嘘寒问暖和在亲密关系中处于付出方的情感

经历,指导小李全面看待亲密关系,相信女友对他的喜爱和依赖不会降温,

依然可以好好培养感情和经营他们的爱情。 

2.3第三次线上辅导：仪真实自我,疫路有“真”心人 

通过深入的分析,鼓励小李理性看待问题,悦纳真实的自己,看清真实

需求和想法,让他认识自己有退学的想法并不是真的不想学习,而是逃避

与周边人的人际交流。辅导老师与小李的父母、导师、女友的逐一沟通,

寻找并肯定小李的积极品质,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真情实意”,促进他们

之间的积极互动。 

2.3.1真情感召,换成长的蜕变 

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孝顺和聪慧,他们自信告诉辅导老师,小李肯

定会找到理想的工作,通过辅导老师的有效反馈,小李更加坚定就业方向

的选择。 

2.3.2真诚引导,点亮毕业之灯 

导师认为小李的优点是勤奋和耐心,他笃信小李有能力顺利完全毕业

设计,通过辅导老师的有效反馈,小李对顺利按期毕业充满信心。 

2.3.3真爱温暖,一路相携相伴 

小李作为男友最大魅力是负责任和踏实,女友肯定回应辅导老师,她

相信未来的日子会是美好的,通过辅导老师的有效反馈,小李看待两性关

系更全面。 

2.4第四次线上辅导：忆处境鼓励,疫路有“决”心人 

通过回忆和对比以往交流方式,小李尝试用新的视角去看待与周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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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用新的言语方式去表达内心的想法,用新的处事方法去应对人际

冲突,打消自己的“犹豫不决”。同时,辅导老师布置家庭作业给小李,用“我

是怎样和应该怎样”记录和重新梳理沟通内容,从而重建良好的交流方式,

重新审视与他人的关系,缓解并化解因沟通不畅产生的矛盾与误会。 

2.4.1择业问题决不含糊 

在与家人的“沟通”中,小李记录着“我身上承载着太多父母的爱,

他们建议我考事业单位,希望我以后老有所依,不希望忙碌一辈子,我应

该多多考虑他们的感受,而不是一味回避他们,找个时间我要跟他们好

好谈谈。” 

2.4.2毕业问题决不拖拉 

在与导师的“沟通”中,小李记录着“导师是一个做事很严谨仔细的

人,他相信我有能力完成毕业设计,才会放心让我去接力完成系列实验,而

且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导师一直都是亲自指导,他希望我能在科研方面

有所新突破,我应该迎难而上。” 

2.4.3情感问题决不动摇 

在与女友的“沟通”中,小李记录着“婚姻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辈子

的事情,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女友坚定地跟我相处下去,我也应该好好奋斗,

不能辜负女友对我的期待与肯定。” 

2.5第五次线上辅导：议积极关系,疫路有“初”心人 

鼓励小李将新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应用到生活中,与周边人商议建议积

极的人际关系,明确自身人际交往目标,聚焦自身优势发现闪光点,重拾生

活管理的主权,找回自己的“初心”,而不是退缩和逃避,肩负起自己家庭、

学业、爱情的重任。通过理性看待他人的意见,及时疏通“堵点”和“断

点”,学会换位思考,让小李的人际交往模式从被动变为主动。 

2.5.1果敢抉择,初衷择业稳解决 

小李跟父母耐心讨论自己的人生规划,同时把自己真实想法分享给父

母,让父母相信自己能够承担责任,敢于经受社会的考验,表示日后不会后

悔当下的选择。 

2.5.2清晰判断,初显成果思进取 

小李重新看待毕业设计的意义,将它看成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

充满激励体验和智慧增长。同时把文献搜索的工作拆分成不同的挑战,拆

分成自己想要发现每一个细节的部分,这更易于自己投入学业中。 

2.5.3勇于担当,初恋情感携共进 

小李表示近期多用心跟女友详谈一起奋斗的近远期目标,并与女友协

商先解决眼前的工作问题,会跟女友提及父母的兴趣喜好,找准机会把女

友介绍给父母认识。 

3 辅导效果 

隔屏不隔心,隔键不隔情,隔离不隔爱。线上成长辅导不仅让小李从学

业中获得新的见解,也使他从交流对象身上获得新的洞见。小李体会到亲

情的无私、拥有了爱情的坚守、感受到导师的关爱,发掘到周边人的可贵

品质。 

女友在父母的建议下备考当地市区的事业单位,现在已与父母相处

融洽。小李体验学业的热情,发挥主动能动性,自主开始他的毕业设计,

他总会有新的想法并向导师寻求指导,而导师也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他

围绕研究领域展开文献阅读,并做相应的延伸思考,将工作拆成可以管

理的目标,定期完成指定任务。答辩完后,小李计划提前去单位报道,及早

融入新环境。 

4 辅导反思 

4.1思政因疫而变,辅导安心安适安全 

本案例是辅导对象涉及范围广、辅导可控性难掌握、辅导难度较高的

一次线上成长辅导,针对该生自身的积极品质和人际能力发展空间较大的

特点,辅导老师全程做到“用心倾听”和“积极肯定”,聚焦该生自身的优

势品质和周边资源优势。疫情期间,网络碎片化信息、封闭的外部环境、

单一的人际交流等易引发学生亚健康的心理状态,辅导员作为高校疫情防

控的主力军,一方面,准确把握舆论导向,精准实时网络监控,积极正面教

育引导,牢牢抓住思政话语权,兜住生命安全底线,确保学生健康成长；另

一方面,实时分析研判,及时准确报送,持续跟踪反馈,加强辅导员在网络

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服务的常态化。 

4.2精准健康摸排,就业稳心稳住稳当 

把疫情时期的心理健康制度完善一遍,把执行方案全面落实一遍,把

班主任、导师和朋辈互助员线上培训一遍,把心理健康危机排查内容细化

一遍,力争把“四个一”做到全体学生全覆盖,达到“科学排查、逐个筛查、

特殊登记、一事一报”,及时发现疫情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抓好毕业生重

点群体和承受多重应激压力源学生的关注,做到“听之以耳,听之以心”。

同时,就业辅导员给予该生就业帮扶,学院针对毕业生群体,实施分类帮扶

和“一生一策”动态数据管理,建立实时精准的工作台账,并邀请企业HR、

优秀校友线上分享就疫情下的招聘需求形势、制定求职策略、线上应聘技

巧等,鼓励先就业再择业,稳住学生良好的就业心态,保持就业率持续向好

的状态。 

4.3协同多方合力,全程育德育心育才 

“疫”不容缓,辅导老师、导师、女友与家长实时联系沟通,搭建多

方沟通平台,联动集中发力、持续给力、共同助力,让学生自己发现“近

距离”支持力量。教育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以心促德,以德

润人,育德育心相互促进,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全面育人工

作格局。同时,多方合力要有爱心和耐心,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所虑,知晓学

生所需所求所盼,解答所难所困所惑,缓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贴心为

学生营造和谐健康氛围,巩固良性互助的情感纽带,完善心理支持体系,强

化价值引领,促进学生与周边人良性互动,增进沟通理解,切实提高学生的

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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