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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航院校学生心理调试对策研究
——以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汪小伟
摘要：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广大民众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威胁，同时也对各生产行业带来沉重的打击，民航运输

业就首当其冲。民航院校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恐慌和行业受冲击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不良心理反应，本文分析民航院

校学生不良心理反应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调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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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爆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影响广泛，给民众身体健康带来威胁，

同时也极大影响着其心理状态；该次国际

公共卫生事件致使大量航班被取消，随着

国内、国际航班的减少、停运，各航空公

司用人需求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为了防控所需，各高校采取“停课不

停学”的管理规定，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居家上网课、健康日报打卡、实习就

业备受影响等情况会对大学生群体带来无

形的压力。民航院校学生在面对实习、就

业、择业困难和对行业就业前景和从业信

心不足导致的心理落差、不确定性等产生

较大的心理波动。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常见的

心理反应

大学生正处于从青年期向成人期转化

的过渡期，生理上成熟与自我意识的较高

水平的发展使其具有了较高的独立思考能

力；但其自我情绪调节和自我行为控制能

力有待提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过

载和就业形势低迷的情况下，民航院校学

生的不良心理反应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

和意志行为的变化三个方面。

（一）情绪反应的变化

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亲历者，

广大民众会出现情绪波动是正常的，但

是大学生作为情绪体验丰富、自我调控

能力有待提高的群体，往往会由过多过

量或者过少的情绪反应。常见的情绪反

应包括：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失控、

无端忧愁等；也有麻木迟钝、与己无关

等淡漠情绪反应。

（二）认知反应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变化方

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期间，学院采

取“停课不停学”方式开展网上学习，相

当一部分同学在学习中由于自制力较差、

学习意志行为低下，较难集中注意力，表

现为注意力分散、记忆力不如以前、学习

效果较差、学习兴趣低下。

（三）行为反应的应变

主要表现在因压力和情绪困扰下，大

学生在与人交往、学习行为、上网成瘾等

不良现象；少部分同学因过度焦虑、恐惧

而表现出拒绝外出、洗手频率过高、人际

交往恐惧等行为，因为感情问题而出现极

端反应等。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航院校学生

不良心理反应原因分析

研究认为，特定情景下个体的焦虑状

态会诱发恐惧心理，而群体性的高度焦虑

将会蔓延为公众的心理恐慌。严重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巨大生命威胁，同时更

是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民航运

输业迎来业务的寒冬季。各民航单位是民

航院校学生的主要就业单位，大部分学生

都渴望在毕业后能顺利入职民航单位，他

们作为求学、成长和求职的特殊群体，在

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产生不良

心理反应。

（一）2019 年 12 月爆发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爆发正值春节期间

大学生群体虽然思维活跃、但缺乏应

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情绪不够稳定，缺乏

分析和决策能力，容易受暗示，行为较为

冲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据学校对

同学们的摸底普查和辅导员对特定人群的

电话访谈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对本次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敏感性极高、密切关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发展走向，较多的大

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过载，并对其

发展走向不明晰的情况下产生担忧和焦虑

情绪。少数同学，特别是家居重点疫区、

家庭关系紧张的同学更容易产生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蔓延导致大

学生长期居家，引起大学生不良情绪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感染病例、确

诊病例、死亡病例数据公开和透明充分

体现了大国勇气与担当，但部分大学生

由于心理调适能力较差、过于关注数据

增长等造成不良心理。因防控所需，教

育部要求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大

学生长期居家上网课，缺少正常的社交

活动，上网时间大幅度增加。一部分学

生因网课学习效果较差、上学期补考未

如期进行、实习和招聘受到影响、恋爱

关系生变、担心没有暑假等因素引起学

生焦虑、紧张、急躁等消极情绪，在由

对防疫信息过度解读、夸大危险的情况

下引起的焦虑情绪的基础上，更加剧了

这些不良情绪。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民航市场

需求造成严重的冲击

2020 年民航运输业预计年旅客运输量

同比基本持平或下降 10.9%，由此间接影

响各航空公司对人才招聘的影响。民航院

校在校生的实习、就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预想的实习和就业计划被打乱甚至中止，

且这种不确定性仍在继续，今年毕业生的

就业率大幅下滑等信息对广大民航学生的

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其对未来缺乏就

业择业的自信；少部分学生会因此倍感焦

虑、过于拘谨，甚至不愿意继续学业的消

极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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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片面解

读民航从业人员感染几率、收入骤降等信

息导致民航院校学生产生不良情绪

目前大部分民航院校采取“校企合作”

的培养模式，在校学生在学习民航企业文

化的同时，密切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

间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极为少数的从业

人员不幸感染并确诊的信息在没有得到明

晰、全面的解读时，使大学生对行业的安

全工作环境及未来自身从业的安危性有了

高出实际的关注和评估、甚至是误判，这

种“信息瘟疫”在学生群体中造成心理恐

慌，同时也产生了对未来从事职业的怀疑、

不安等消极情绪。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航学院学生

心理调试对策

随着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

控和逐步好转，民航院校根据上级部门安

排部署，部分学生顺利复学复课。研究表

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造成的生理损

害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和恢复，但对

心理的影响却会持续很长时间。广州民航

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对返校复学的 486 名学

生进行 SCL-90 测试及广泛性焦虑量表测

试，发现 12 名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激状态下仍存在较高焦虑感，其余学

生心理健康情况尚可。针对防控形势对大

学生群体造成的心理影响及对民航业的重

大冲击，民航院校需采取以下大学生心理

调试对策。

（一）继续做好线上心理健康工作

目前大部分学生处于居家学习状态，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及心理干

预等工作应在线上有序开展。继续加强通

过心理讲座、团体辅导、班会等方式提高

全体同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心理健

康水平；通过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二级学

院心理辅导站的公众号开展抗疫心理健康

知识宣传，使同学们掌握本次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下期间能及时认清并调节不良情绪

的简易方式；通过学校的心理网络咨询、

心理热线电话等方式进行咨询，满足学生

心理健康的多层次咨询需求。

（二）加强“当代民航精神”培育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下民航业的挑战与机遇，加大就业扶持。

“当代民航精神“从政治品格、专业精神、

工作作风和职业操守四个方面对民航从业

人员提出要求，对民航院校学生进行“当

代民航精神”培育，促进职业精神与职业

技能的融合培育，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型人

才，持续推进“当代民航精神”进校园的

工作。把作风养成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提升民航院校学生实习、择业及就业中的

自身竞争力。

研究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民

航业影响的特点为短期冲击大、事后恢复

快，中国民航运输业既面临着挑战，同时

也面临发展新机遇。应引导对民航院校学

生正确认识民航运输业的发展及就业未来

走向。随着防控情况逐步好转，部分航班

有序恢复，中国民航运输业在挫折事件中

的韧性提升都为市场需求的较快提升提供

了可行性；各航企贯彻落实“六保“任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入防控后期，用人招

聘的工作将随着复学复课而有序开展。通

过教育引导，树立民航院校学生的行业发

展信心和就业信心。

（三）密切跟踪特殊学生群体、建立

心理健康档案

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心理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值春季心理危机多

发季节，学校应继续做好心理危机个体的

预警、干预和建档工作；对于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期间出现心理危机的同学（如：

失恋反应过激者、家庭变故者、重疫区居

住且高度恐慌者等），应由家长、辅导员

和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

共同关注，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心

理危机个体档案，做好电话、线上的交流

与开导工作。

（四）重视青年网络平台的发展趋势、

有效扩大其正面影响力和覆盖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以来，学生在

居家进行线上学习，如何精准地了解其心

理状况，除了常规的教学反馈及班级摸排

之外，青年学生的微信朋友圈、微博等是

重要方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民航

院校大学生的朋友圈可以分为：情绪发泄

型、好友互动型及加油打气型。通过朋友

圈，他们表达着自己及时感受、长久心得、

是非得失等观点，并引起好友的关注、对

其产生影响。因此，学校要重视青年网络

平台的叙事发展趋势，辅导员应及时发现、

掌握大学生心理状态并引导其正确的心理

疏泄方向。

（五）开展民航院校学生心理韧性训

练，以更好融入民航业韧性发展期

目前，大部分学生居家上网课效果较

差、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下降等，担

心考试挂科、绩点低找不到工作、对未来

从事职业充满焦虑等情况而产生烦躁、焦

虑等情绪。心理韧性是心理发展过程中特

定的一种良好适应性结果，是从积极心理

学角度研究高校大学生心理特点的保护性

因素。研究表明：大学生通过心理韧性训

练可以增强其面对学校、生活、就业等领

域出现困难时的应对和适应能力，进而缓

解其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

民航院校学生承受着由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引起的恐慌和行业危机双重压力，故

学校应该在加强良好的家校合作基础上，

结合大学生实际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加强学生对抗疫必胜及民航从业信心的决

心，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及专业素养，引

导其积极向上的朋辈教育等方式应对其心

理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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