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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视野中危机事件的防控预警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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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学生危机事件对高校保证学生安全与促进高校和谐与稳定有极大影响力。防空预警

是消除和减轻高校各种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最有效的手段，提出了高校辅导员应重点从思想政治教

育、安全制度建设、完善信息系统、建立问题排查机制、制定危机应急预案等方面开展危机事件

防控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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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危机事件指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或涉及大

学生利益的，主要发生在高校校园内，在事先未预

警的情况下突然爆发或潜伏尚未发作，对学校的声

誉、秩序或部分成员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或情境
[1]
。

近些年，随着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学生危

机事件处于高发态势，不仅严重干扰着高校正常的

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也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 

其实,危机管理更重要的是要认真分析危机产

生的根源、可能的防范措施,尽最大努力缩减和化解

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
[2]
。高校

危机事件大多数具有突发性,但它们的发生和发展

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缓慢积

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显现出一定的

征兆,事件越大,征兆可能会越明显。如果辅导员能

够对危机事件的某些征兆做到早发现、早处理，相

信绝大部分的危机事件是可以大量减少、弱化，甚

至完全可以避免的。为了减少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以及在危机事件出现后能够快速反应,要求辅导

员建立一整套相对完备、运转协调的危机防控预警

工作机制。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危机意识 

(一)加强危机意识和完善人格教育，提高思想保证

和心理支持 

首先，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要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对学生教育的各个环

节，不断提高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危机识别能力，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判断是非的正确标准，自觉

抵御各种错误思潮。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和实践让

学生深刻认识到危机发生对自身和他人将产生的可

能不良后果，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

做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及道德准则的事情，从而

自觉预防危机发生。大学生通常是在事情发生后，

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学校乃至对社会造成

的惨痛后果才会发自内心的后悔，如何通过多种途

径教育学生及早预见到这种后果从而自觉不发生危

机事件，主动去预防后果发生，成为辅导员工作的

一项重点和难点。 

其次，辅导员可以通过如主题班会、专题讲座

和宣讲会等多种教育形式，开展主题鲜明、别具特

色的教育活动，可以以鲜活的案例，总结经验教训，

教育学生防患于未然。辅导员还可以开展丰富多彩

校园文化活动,针对性地进行大学生自我意识完善

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适应大学生活

和学习能力教育,挫折与压力教育,情绪管理教育,

健康的恋爱观教育,大学生涯发展指导等措施,潜移

默化地完善学生人格,增强大学生心理素质,保持积

极向上的健康心理状态,从源头上减少危机发生的

可能性。 

再次，要对大学生进行应对危机知识和技能培

训，提高大学生危机理论素养和防范危机的能力。

一是学校将危机意识教育、危机事件案例教育以及

危机管理知识教育等纳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和安全教育课程中去，使安全危机意识教育日常化、

系统化，开展关于违纪事件的识别、防范、处理等

方面的科学知识的培训。二是做好应急演练，辅导

员要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就大学生比较常见的危机事

件进行预防教育,有针对性地在学生中普及应对危

机的基本技能,提高他们自救、求救和互救的能力。

如学生宿舍遇到火灾时逃生和自救的办法,遇到地

震怎样避震和逃生等。 

(二)强化法律意识,建立法制安全教育长效机制 

高校危机事件中,有一定比例的事件是与大学

生缺乏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有关系的。首先，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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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要积极组织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引导学生知法、守

法, 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引导大

学生依法表达诉求，让学生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其次，辅导员日常教育中要

对大学生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试法》,加强交通

安全法的教育，提高防火防盗、反传销能力,加强违

纪处理的力度等。再次，辅导员还要对学生进行“爱

国、爱校”教育，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和归属感，自

觉维护学校的荣誉，使学生懂得学校的发展与学生

个人的成长是联系在一起的，增强“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的责任感
[3]
。 

二、规范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防范细则 

危机事件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日常管理

松懈，促成危机爆发,因此高校辅导员必须完善安全

管理制度,且要求学生一定要严格遵守。辅导员在日

常工作中必须建立完备、准确、灵敏的学生信息监

控系统，一方面，辅导员时刻都要随身携带一个所

带学生准确的信息本，如包含：姓名、性别、专业、

班级、身份证号、家庭详细地址、学生和家长的电

话（必须每学期都要更新，确保电话畅通）、家庭经

济状况等重要信息。另一方面，辅导员要通过设立

班级安全委员、教学信息员、心理委员等，使学生

所有活动信息都能被准确掌握，要制定和完善班级

的应急预案、尤其要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

报告制、节假日去向登记制、心理健康预报制、学

生宿舍安全稳定检查制等制度，确保危机信息能快

速地反馈给辅导员，避免因信息滞后而导致发生危

机事件的严重后果。 

三、建立问题排查机制,掌握学生基本动态 

(一)深入了解学生,建立动态性在校档案 

辅导员要在平时贯彻一线工作法，贴近学生，

关注到每一个学生，深入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时刻

了解学生动态情况,是有效预防学生危机事件、防止

矛盾激化、保持学校安全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辅导

员在日常工作中,要通过和学生一对一或者多对一

谈话、走访宿舍、和家长电话交流等各种方式和途

径,充分掌握学生的状况及其动态,包括学生的生活

和学习状况、心理健康状况、思想状况、家庭状况、

性格、爱好、特长、人际关系、入学前的成长环境、

近期的言行等。辅导员要在学生中设立可以信赖的

“信息员”,通过“信息员”随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

情况。特别是对一些平时“三观”有明显问题，认

知错误、思想偏激、言行冲动的学生要重点关注,及

时进行教育引导,尤其是对一些涉嫌违法违纪的言

行更要严肃批评教育、及时制止。辅导员只有平时

深入了解学生,及时充分掌握学生的动态, 才能有

针对性地及时地进行疏导和处置,有效预防学生危

机事件的发生,也为学校应急决策提供更为翔实的

信息材料。 

(二)建立平等的师生对话机制,加强沟通交流 

充分利用 QQ、微博、微信、飞信、人人网、BBS

等互联网平台,与学生建立同一话语体系,提高对话

效率。危机从学生中产生，任何突发的危机都有一

个形成和积累的过程，如果学生的意愿不能得到有

效表达，学生的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学生可能会

选择破坏性较大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当学

生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在面对学校存在的这样或

那样的一些问题时,就会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

用理性的方法表达。因此，辅导员应采取有效的手

段,主动发现和缓解学生群体中的各种不满情绪，定

期与学生交流谈话,采用直接交谈或是其它交流形

式,积极听取学生的建议和意见,并对学生所遇到的

困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建立学生群体档案,实行分类指导 

对于不同学生群体,辅导员要给予重点关注，进

行分类指导,根据不同情况不采取不同的措施,针对

性地解决学生成长中的困惑与障碍,减少危机发生

的可能性。学生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新生群体。新生带着希望和憧憬来到大学,

新鲜感会逐渐消失,但面对大学纷繁复杂的各种挑

战如：人际关系、独立自主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各

种资格考试、职业生涯规划、恋爱、社会实践等, 他

们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困惑,会迷失方向和目标,会因

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感到失望,会因为渴望独立

而又没有能力独立的矛盾而引发各种危机。二是毕

业班群体。毕业班的学生面临着许多人生抉择,如就

业压力、职业选择、陌生的工作环境、感情变动等,

都会导致毕业生情绪焦虑、迷茫和自卑,承受巨大的

精神压力。三是家庭经济困难群体。由于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可能会背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和心理压

力,他们很可能感到低人一等,甚至感到社会不公平,

产生心理上的偏差,从而导致危机事件的发生。四是

学业困难群体。主要包括不能适应大学学习而产生

的学习动力不足的学生、来自偏远地区高考录取分

数线较低的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的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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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不当导致学习困难的学生、沉迷网络游戏和

小说不能自拔的学生、学习能力不足的学生等。这

类学生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和否定，内心自我价值

感很低，对外界抱有强烈的疏离感,容易产生内向偏

执、情绪抑郁甚至自杀的情况。 

四、及时捕捉危机征兆,完善信息系统。 

预报、预测和预防是消除和减轻高校各种重大

突发危机事件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辅导员必须完善

学生信息系统,捕捉各种危机征兆,做好预测和预报

工作，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辅导员务

必建立一个高效的危机信息收集网络,并及时对所

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和归类,得出较为准确

的预测,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和有预案。 

五、制定危机应急预案,建立危机预警机制 

辅导员应针对不同类别危机事件做好预案工作,

危机事件一旦爆发,能迅速在预案中找到对应的防

范和应对措施,迅速按照预案处置危机事件,避免事

件恶化。 

(一)制定应急预案 

辅导员要根据自己所带学生特点制定相关的危

机事件预案,重点是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事件、

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方面的预案。通过制定预

案,可以做到有备无患。建立预警机制,一方面能够

大大缩短危机识别的时间,提高执行危机预案的效

率；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持续的、自动化的监测机制,

有利于提高危机监测效果。 

(二)组织预案演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即使有

再精确的预案,也只有经受过实践的检验才真正有

其作用。事实证明, 未经实际训练与检验的预防计

划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有通过实践仿真模拟,组织师生

对预案进行演练,才可能从中发现问题,对预案不断

进行修正,确保其可行性；才可以进一步明确不同类

型的危机发生时,提高危机管理小组的应急反应能

力,不断强化危机管理意识。 

总之，危机预防比危机处理更为重要，危机管

理的最佳状态是将危机消灭在萌芽之中，从而避免

危机发生。高校辅导员加强危机预防是大学生危机

管理的前提保证，只有制度严密，精心监查，才可

能预见大学生可能发生的危机，及时采取措施，从

根本上防止大学生危机的形成和爆发。 

参考文献： 

[1]漆小萍．大学生危机事件管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5-6． 

[2]赵红霞．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我见

[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47-49． 

[责任编辑  陶爱新] 

Analysis of th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early warning of crisis eve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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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sis ev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ensuring student security and promoting the 
campus environment of harmony and stability. Prevention, control and early warning is viewed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eliminate and reduce the major crisis events in colleg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 university counselor 
should carry out the crisis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focusing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curity system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perfe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roubleshooting and crisis 
emergenc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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