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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校中离异重组家庭的学生数量逐年攀升,由于他们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往往比正常原

生家庭的学生更容易出现问题。本文介绍了一名离异重组家庭大学生的案例,辅导员通过问题分析、辅

导思路和方法、辅导效果、经验与启示,总结概括如何有效解决离异重组家庭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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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divorced and reorganized families in universitie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recently. Influenced by family factor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problems than students from normal 

native famil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ase of a college student in a divorced and reorganized family, and the 

counselor summarizes how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analyzing 

problem, and counseling ideas and methods, effec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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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提升,但受社会思

潮的影响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家庭离婚

率不断攀升。[1]据调查统计,离异单亲、

重组家庭中的孩子大多是95后和00后,

目前正处于大学时期。由于离开了父母

的约束管理,自身又缺少生活习惯养成

和明辨能力,往往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表

现为性格孤僻、交往障碍、焦虑恐慌、

烦闷抑郁、自虐轻生等。[2] 

作为高校辅导员,要及时通过学校

心理健康四级网络机制,发现存在心理

问题的学生,及时沟通疏导,防止产生严

重的后果。下面结合案例,进行分析解决

此类问题。[3] 

1 案例简介 

晓云(化名),女,某高校大三绘画专业

学生,平常喜欢动漫二次元,喜欢打扮成动

漫风格。家住A省某县市,家庭经济一般。

晓云10岁之前生活在C省,后父母离异,母

亲改嫁到山东,跟随母亲生活,现在家庭有

两位哥哥(无血缘关系),与他们日常联系

较少,并且不喜欢现在的家庭。在新生入学

心理测试时,结果显示正常。随着大学生活

的开始,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与别

的同学不同,环境适应性较差,没有班干

部和学生会干部经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与同学交流较少,与宿舍同学沟通较少,

与同学关系不算融洽,导致自己与同学产

生隔阂。2019年结识一个男朋友,想到D省

找男朋友进行创业,辅导员劝说无效,让

其休学一年。进行一年社会生活后,2020

年复学跟随下一级正常上课学习。 

晓云在校期间性格内向、敏感、自

尊心强,学习成绩班里排名靠后,在

2020-2021上学年专业课学习中,该生几

次不去上课。专业课老师与辅导员联系

说明情况后,辅导员通过与专业课老师

交流,与班长及同学谈话,了解到该生基

本的生活学习状态。辅导员与该生进行

沟通谈话,了解到该生心情烦躁、对生活

的焦虑,有失眠现象,判断该生有轻度抑

郁症状。通过与本人仔细沟通,了解该生

的家庭状况,该生平时多处于迷茫的情

况中,没有明确的未来规划,对于工作地

点、类别的选择,没有清晰的想法,该生表

示家庭压力很大,与父母没有很好地沟

通。辅导员积极疏导该生的困惑,推荐其

治疗失眠的药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睡眠质量提高,心情逐渐平复,学习生活

态度良好,能够按时上课和完成作业。 

2 问题及分析 

存在问题： 

2.1重组的家庭环境缺少温馨,学生

与家庭成员联系较少沟通较少,不喜欢

现在的家庭,不能及时有效与亲人表达

自己的想法。 

2.2人际关系敏感,在学校与同学沟

通少,与老师交流少,与同学关系不融洽。 

2.3学业不进取,学习成绩较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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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挂科现象,专业课有迟到逃课现象,对

学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4抑郁症状明显,存在失眠焦虑症

状,心情烦躁,郁郁寡言,对生活及工作

较为迷茫。 

2.5着迷于二次元动漫世界,沉浸其

中,打扮和行为受到动漫的影响。 

原因分析： 

(1)家庭结构的重组,导致亲情的断

裂和爱的缺失,家长没有进行良好的引

导和沟通交流,使得孩子无法适应和喜

爱重组后的家庭,产生逆反心理,使得性

格缺陷。[4] 

(2)兴趣爱好的影响,二次元世界容

易使学生产生不合群现象,出现沟通障

碍；白天睡觉,晚上看动漫,身体状况变

差,出现失眠现象；分不清理想与现实,

沉溺于虚拟世界,心灵变得脆弱。 

(3)敏感和悲观。因为经受了家庭的

变故,学生对婚姻、爱情的认识产生了偏

差,甚至扭曲,往往片面的看待问题,对

待他人的只言片语也会看成是对自己的

映射,缺乏安全感。 

(4)没有学习生活规划,对未来迷

茫；生活中缺少自律和自控能力,不能应

对学习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3 辅导思路和方法 

3.1辅导员首先与学生干部和学生

的仅有好友联系,通过他们反映的事实

和问题,初步把握学生存在的困境。并与

班干部和好友达成协议,让他们多关心

该生的学习和心理变化,并要求他们第

一时间汇报。 

3.2辅导员与学生本人一对一面谈,

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倾听学生的心声

和内心想法,对学生提出的种种烦恼和

顾虑,做到一一回应和当面提出建议。运

用“共情”对该生的问题表示认同和理

解,设身处地感受该生内心的痛苦,表示

若自己遇到相同的问题可能也会陷入痛

苦和矛盾之中,增强其对自己的认同感。

安抚学生的情绪,积极乐观地面对学习

和生活。对于失眠现象,建议学生去医务

室或医院听取医生建议,服用对身体刺

激性小的中药丸,缓解身体和精神的衰

弱。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当前的家庭结构,

也从母亲角度考虑问题,周末多与母亲

通电话,让家里知道自身的学习生活状

态,加强交流。对于毕业的打算,积极听

取学生的想法和困惑,为其提出几条合

理的建议。 

3.3积极对接上课教师,通过上课老

师了解学生的课上表现和状态,请老师

课上多与该生交流,表示关心,让学生对

老师产生信任感。 

3.4与家长及时有效的沟通,实事求

是的反馈学生在校的表现,并请家长多

给与学生关心和支持,让学生感受家庭

的温馨。 

3.5利用好学校-学院-班级-宿舍四

级心理网络机制,环环相扣,通过新学期

的心理普测,对该生的测试结果进行认

真分析,对于测试异常的部分给出合理

的建议。[5] 

3.6利用好媒体网络平台,关注学生

的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媒体社交平台,

积极料了解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情变化,

及时作出判断。 

3.7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记录

谈话时间、地点、内容以及效果,两个月

定期与学生谈话,及时进行档案记录与

更新,持续到该生毕业。[6] 

4 辅导效果 

4.1与晓云面谈,了解到她情况好转,

失眠现象消除,生活态度良好,心情平

复。对于不及格的科目也重修选课,学习

态度比较积极,自己的心情和睡眠质量

都比较稳定,能够按时上课。对于未来也

有了自己的规划。 

4.2其班委和舍友也反映该生学习

生活状态比较平稳,能够积极上课和参

加各项班级活动,同时该生的德育学分

也已经修满,能够积极面对学习生活。 

5 经验与启示 

当今的大学校园,离异重组家庭的

学生数量增加,有相当一部分这类学生

的生活、学习中存在问题,如果得不到解

决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7]面对

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要认真与他们交

流,让他们感受到老师真诚的爱；建立心

理健康档案,利用好四级心理网络机制；

听取班干部、心理委员和宿舍心灵护航

员反馈,对接好专业老师和家长；开设

心理健康课程、心里健康知识讲座,心

理学知识宣传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心理

调适的基本方法；与他们定期谈话和持

续关注,保证此类学生在校健康安全的

学习生活。 

高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圣地,肩负

立德树人的使命。引导和教育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呵护每

一个纯洁的心灵是高校辅导员责无旁贷

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林瑛.离异家庭大学生的心理问

题及干预对策[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下旬),2014,(04):37-38. 

[2]朱冬梅,胡雪青.家庭结构因素对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J].学习月刊,2015, 

(06):60-62. 

[3]卫永霞.离异家庭大学生心理个案

研究[J].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2,(5):77. 

[4]夏金元.离异家庭大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及教育对策[J].学校党建与思想

教育,2007,(08):56-57. 

[5]蒋跃.浅谈如何正确引导离异家

庭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J].现代经济信

息,2016,(12):360-361. 

[6]苏琴.艺术类大学生人格特质与

心理健康关系的调查[J].心理月刊,2019, 

(011):41-42. 

[7]李萍.特殊家庭大学生的心理特

点及辅导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 

30(011):142-145. 

作者简介： 

谢军(199--),男,汉族,山东省新泰市

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