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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朋辈心理辅导工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模式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面临

着挑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都对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当代大学生呈现独特的心理特征，要求必须对高校朋辈心理互助机制进行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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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湖北省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之后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迅速蔓延。2020

年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各部门迅速反应，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心理帮扶与援助也成为重要课题。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各部委先后发布指导意见，指导开展心理

危机干预工作。受疫情影响，高校延迟开学，组织网课学习。在疫情期间，华东政法大学通过探索线上

朋辈心理辅导模式，组织设计线上朋辈教育活动，以期有效帮助疫情后在校学生产生的应激反应，促进

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1  概述

1.1  朋辈心理辅导概述

朋辈辅导的概念最早来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主要应用在心理咨询领域。朋辈心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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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是指非专业心理工作者经过选拔、培训和监督，向寻求帮助的年龄相当的受助者提供具有心理

咨询功能的人际帮助过程。其中，“朋辈”含有朋友、同辈的意思，指的是年龄相当者或生活境

遇相似者提供的“准专业咨询”或者“半专业咨询”。［1］我国的朋辈心理辅导起步较晚，20 世

纪 90 年代后才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朋辈心理辅导的概念于 2004 年得到广泛关注，并在各高

校逐步建立完善朋辈心理辅导组织。今年来，随着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凸显，大学生心理辅导的需

求增加，而高校专业的心理师资又相对缺乏，为了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朋辈心理辅导模式越来

越受到重视。《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41 号）提出要建立健全

心理危机预防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体系。朋辈力量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1.2  当代大学生心理特征概述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新时代大学生也呈现出了独特的心理特征。面对新时代的大学生，

传统的朋辈辅导机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2018 年 9 月，“00”后正式成为大一新生的主体，马

川（2019）的研究中发现，他们思维更加灵活前卫，自信有活力，价值取向更为多元，自我意

识更强。［3］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通过研究表明，00 后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 95 后学生，这反映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而 00 后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中包括更擅长“人机”交流，但现实感较脆，脆弱感突出。他们更习惯也更善

于通过搜索引擎获得问题的答案，更喜欢通过电脑或手机等线上平台与他人交流，而缺乏与现实

世界的接触与交流。

在近些年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也呈现出新的形态。以往开展的传统朋辈心理活动多为线下开展的心理

健康活动，在近些年却常常遭遇窘境。覆盖面小，宣传效果差，成员招募困难，远离现实生活的学生也

更少地关注与参与学校内开展的线下组织活动。当代大学生乐群性降低，在真实交往中敏感、退缩，使

得传统朋辈心理辅导活动的开展也受到一定的打击。

1.3  互联网平台在学校活动中的应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 2021 年初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显示，近年来我国网民总体不断增加，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9.8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手机网民占 99.7%。其中学生群体占比 21%，成为我国网民中的最大组成群体。［3］近些年来，

各高校都关注到互联网平台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如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易班

平台、线上微课平台等，对于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起到重要的作用。

2020 年初，全球暴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更好应对疫情，国内高校推迟开学时间，在线教育

也在此期间得到广泛利用。面对突然暴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受到较大影响，广

泛出现应激状态。在特殊情况下开展的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活动也必须依托互联网平台，腾讯会议、

学习通等更多样的互联网平台和更加丰富的活动开展方式，推动对新时代大学生朋辈心理互助机制

的创新探讨。



疫情下基于线上平台开展高校朋辈心理辅导的探索
——以华东政法大学为例

2021 年 12 月
第 3 卷第 12 期 ·155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12177

2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机制创新探索的意义

2.1  高校朋辈心理辅导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国内的朋辈心理互助主要依托心理委员制度，以朋辈心理咨询热线、学生心理活动社团等组织形式

开展工作。国内高校朋辈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主要有几方面意义：（一）符合高校教育发展需要。《高

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提出，要培养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为更好地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除了必修课等第一课堂的主体作用，也需要充分发挥学生活动、

知识宣讲等第二课堂的积极作用。在朋辈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中，多路径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得到探讨。

（二）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补充力量。近些年，学校学生心理健康发生率不断提高，学生心理问题呈

现也更为复杂。作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主要任务，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实际面向并发挥作用的学生只

占学生整体的一小部分。而心理咨询的规范化与伦理要求，使得心理咨询的效用产生也需要一定的周期。

心理教师资源有限，在学校内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力量也受到限制。因此，经过选拔、培训并接受监督

的朋辈心理辅导力量就成了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有力补充。（三）扎实的宣传阵地。朋辈心理辅导

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最扎实的宣传阵地。朋辈力量扎根于学生群体中，通过对心理社团学生骨干、

心理委员、宿舍长等的培训，由学生骨干在学习生活中传递给更周边广泛的学生群体，可以使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的覆盖面更广泛，形式也更加生动多样。朋辈心理辅导因其便捷、去权威性深得学生青睐。［2］

完善自己，帮助他人，在自助与助人的过程中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四）朋辈心理辅导主体是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要健全心理危机

预防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体系。在四级网络的建成中，每

一环节都离不开学生主体的参与。 由校院心理学生社团、班级心理委员、宿舍长搭成学校危机干预预防

网络的支架，是最值得信任的危机干预力量。通过对学生骨干的教育、培训，组建最为扎实牢靠的学校

心理健康工作组织，层层递进，彼此联系。

2.2  创新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机制是时代的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高速发展且变化莫测，不断变

化的世界、国情、社情对我们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提出了必然要求。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信息化的发

展更是日新月异。当代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生力军，在新鲜事物的充斥下迸发出活力与生机。对新鲜事

物的接受程度，也要求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不随着时代发展而适应变化，

代际差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当代大学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主体，如果不主动了解

学生的人格发展规律，探讨学生需求与关注问题，盲目开展工作，就会闭门造车，无法真正对学生发展

起到帮助。 

2.3  创新大学生朋辈心理辅互助机制是适应社会发展的

社会高速发展的特质之一，是信息化、网络走上快车道。高速发展的信息化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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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信息快速传播与信息爆炸引起普遍的心理信息过载。充斥在迅速流转与快速变化的大量信息

下，人们普遍感受到焦虑，无所适从。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不断升高，学生面临的心理困扰复

杂多样。其中，抑郁与焦虑情绪的发生是最为普遍的。此外，人际关系、求职就业、学业问题也成为大

学生心理困扰的重要组成。学校对朋辈心理辅导的需求是紧迫的，亟待解决的。传统的朋辈心理辅导模

式适应性差，影响范围小，难以满足当下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的心理辅导需求。因此适应当下大学生

的朋辈心理互助机制是急需创新发展的。

2.4  创新大学生朋辈心理辅互助机制是学生学习生活需要的

大学生是校园生活的主人公，是高校健康教育的主体。朋辈心理互助工作便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通过同伴互助来共同发展。当学生受到心理问题困扰时，其学习生活必然受到影响。诸如抑郁、焦虑、

强迫等困扰，会使大学生的生活作息、学习效率、人际交往等都陷入困顿，进而影响个人发展。通过心

理育人培养大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促进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

就要求创新发展朋辈心理互助机制，以更优化的组织结构和更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质量。

3  疫情下基于线上平台开展高校朋辈心理辅导的实践

基于当代大学生呈现的现实交往敏感，现实生活接触少的心理特征，华东政法大学积极开展朋辈心

理互助机制的创新思考。面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停课、推迟开学的情形下，以更丰富多样的线

上朋辈心理互助活动开展，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展开实践操作。

3.1  健全朋辈心理辅导团队

学校朋辈心理辅导主要依托学生社团和心理委员的组织结构。通过在学校内建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四级网络，保障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第一级为校大学生心理发展协会。负责组织各类朋辈活动，统筹学

校朋辈资源，对其他几级网络进行指导。第二级为学院心理协会，搭建桥梁，协调沟通，并在学院内开

展各类朋辈活动。第三级为班级心理委员。心理委员由各班级组织挑选，全校统一组织培训与考核。心

理委员作为班级学生干部，在班级内宣传科普心理健康知识，维护班级心理健康氛围，为班级同学提供

直接的朋辈帮助。第四级为宿舍长。宿舍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大量心理问题和危机情况

发生的第一现场。舍友是最有可能及时发现危机并积极干预的朋辈辅导者。学校由校心理协会 - 院心理

协会—班级心理委员—宿舍长四级结构对应支撑心理危机四级干预网络，各级系统分别发挥作用，形成

联动。

3.2  加强朋辈心理辅导团队专业化指导

朋辈心理辅导团体成员是学校开展朋辈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力量，需要通过选拔、培训和监督各环

节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对朋辈辅导者的培训更是重中之重。对朋辈辅导者开展系统培训，加强认识，

是学校朋辈心理教育开展的基础。在高校内，朋辈辅导队伍中的成员常常自身也困于某些心理问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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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朋辈心理辅导队伍的培训当中，已经开展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自我完善后，朋辈心理辅导者

再帮助他人，共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因此对团体的专业化培训和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在疫情发生后，心理应激也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有必要对心理委员等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和知识宣讲，以更好地开展学校朋

辈心理辅导。

3.3  设计符合学生需求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为了更好地符合学生需求，探索多样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设计符合当下学生兴趣、需求且能

切实提高学生参与度的活动内容，在线上活动的组织开展中关注几个重点问题。

第一，平台的选择与技术支持。囿于当代大学生现实生活接触少，实际人际相处敏感的心理特征，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面临着线下参与率低、关注度不高的情况。因此选择合适恰当的线上心理活动来

破解这个困境就显得是非重要。微信公众号，日常用作学校心理健康活动的宣传平台，推出大量的活动

专题推送。在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功能之外，学校学生对其他软件、APP 等功能进行了探索学习。如腾讯

会议、学习通、哔哩哔哩动画等软件，为线上活动的开展提供平台保证和技术支持，为活动形式的多样

性提供保障。学校从需求出发，尝试利用线上会议软件（如腾讯会议、Zoom）、线上同步观影软件等组

织线上正念练习团体、观影团体、读书会等团体心理辅导。

第二，充分利用共享平台。互联网平台的优势之一就是信息共享的便捷。在以往的朋辈心理互助活

动中，互联网平台就已经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疫情期间，大规模的线下聚集有风险，因此学校更

多利用了线上的共享资源作为补充。例如原本线下组织的心理委员培训，在本年度利用线上 MOOC 面向

校内朋辈心理互助者培训，更充分利用线上共享资源。也可以利用共享平台来分享学生的线下生活。如

通过“云分享”来近上传“居家隔离”期间的生活状态，以分享的形式获得认同感，克服孤独感，拉心

理距离，减少人际回避，探寻人际交往的可行性和自信心。也可以通过邮件、私信、后台留言等方式，

获得倾诉的渠道和相应的反馈。

第三，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过往经验中，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也是影响学生参与线下朋辈活动的一大

要素。线上朋辈活动的开展，打破时空局限，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给更广泛的学生群体。本年度学校校

园心理情景剧大赛中，首次采用线下比赛与线上直播同步进行的方式，既按照防疫要求控制了活动线下

聚集规模，又保证了活动在校内的广泛宣传和扩大影响。

3.4  线上线下活动的联系与结合

当代大学生缺少与现实世界的接触，进而影响了现实人际交往。通过线上朋辈心理互助活动的开展，

减少面对面时产生的张力，缓解人际紧张，帮助学生以他们熟悉和喜爱的方式建立联系。但同时也需注

重于现实生活的实际。线上朋辈心理辅导活动的开展不仅作为辅导工具本身，还可以作为调节人机关系

的突破口。通过较为舒适安逸的方式，帮助大学生建立联系，感受在团体、关系中的自我。进而鼓励大

学生将线上获得的关系、技能迁移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因此线上线下活动的联系十分重要，双通路不

应是平行无交集的，而应积极打通，使学生朋辈心理辅导的方式更为灵活，相辅相成。将日常的生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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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通过网络平台分享，将线上活动的联系联结拓展发生到线下生活是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尝试的工

作内容，也必将成为未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特别是学校朋辈心理互助工作的重点方向。

4  结语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学生发挥主体作用的重要领域。新时代下，

传统的朋辈心理辅导方式正面临着挑战。而在疫情背景下，突破传统模式的需求更加强烈。通过对线上

朋辈心理辅导方式的尝试，并积极推动与线下活动的联动，促进学生心理发展，是适应当下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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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Peer Counseling in Colleges Based on Online 
Platform Under Epidem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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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er counsel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ork.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peer counsel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the major public events 
such as COVID - 19 outbreak. Based on the uniqu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peer counsel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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