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工作处文件
江服学发〔2019〕40 号

关于征集 2019 年学生工作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学院：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和全省高校思政会议精神，更好

地总结和反思我校学生工作的经验和不足，把握学生工作特点，

增强学生工作的预见性、创造性和针对性，为开展学生工作提供

更多可借鉴的典型案例，提升我校学生工作专业化水平，经研究，

决定开展学生工作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案例要求

1.案例须与学生工作紧密相关，有较强现实指导意义。

2.案例参考主题：包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学

生资助及特殊群体教育帮扶、突发事件与应急处置、心理健康教

育、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校园文化、网络文化、党团建设、

班级建设等工作过程中，能够反映工作对象特点、工作思路、工

作方法等典型学生工作案例。

3.案例提交人应对案例进行脉络梳理与理论提升，提供的案

例须主题突出，措施具体，方法科学，特色鲜明，分析深刻，有

较强的时代性、针对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有借鉴意义，有推

广价值。

4.案例选择须真实可信且有代表性，如特殊个体问题、群体



问题、正面、反面、优秀典型等方面案例均可。

5.案例撰写应条理清晰，文风力求平实、真切，一般不要作

不必要的情景描写和气氛渲染。

二、案例文本

案例文本需要简单阐明事件，从案例背景、问题关键点、解

决思路、实施办法、经验启示等 6 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1.案例简介：通过对原始材料进行筛选，对案例问题产生、

解决过程中的环境、人物活动的描述，有针对性交代特定的内容；

2.案例背景：案例发生的环境和条件。需要交代案例发生的

有关情况、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等。背景介绍并不需

要面面俱到，重要的是说明案例的发生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

条件；

3.问题关键点：是指需要点明处理该类事件的重点、难点等；

4.解决思路：根据问题关键点对事件的处理进行思路规整；

5.实施办法：以思路为主线，具体针对案例开展的工作；

6.经验启示：通过该案例，对今后的学生工作有何启示和帮

助。

三、相关事宜

1.专职学工人员原则上每学期至少报送 1 篇学生工作案例，

多多益善（人名可隐去，但案例需真实），鼓励兼职班主任积极

参加；

2.字数在 2000 字符以上，正文为仿宋三号，行间距为固定值

25 磅。

3.案例以学院为单位集中报送，请各单位将相关材料电子稿

统一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报送至学工处; 联系人：余谅；电话：



85056120。

4.学工处将组织学院书记匿名评选优秀工作案例，评出一、

二、三等奖及优胜奖若干，并汇编典型案例。

附件:1.学生工作实用案例撰写说明

2.案例参考

3.2019 年学生工作案例汇总表

学生工作处

2019 年 4月 18 日

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9年4月18日印发



附件 1

学生工作实用案例撰写说明

一、学生工作案例的含义

学生工作案例是对包含解决某些疑难问题，某些原理、方法、

策略运用的学生工作情境案例的描述，案例中渗透学生工作理念，

展现在学生工作理论、方法指导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可以

按照学生工作的内容分类，包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贫困家庭学

生资助、学生日常管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就业指导服务、

校园文化活动组织等。

二、学生工作案例的六要素

鲜明的案例主题、清晰的案例背景、典型生动的案例事件、

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的案例分析和启示、值得研究的案例问题构

成了优秀的学生工作案例。

1．主题。案例主题是案例所要反映的核心理念和观点。案例

必须要有主题，写案例首先要考虑这个案例所要反映的主题是什

么。

2．背景。案例发生的环境和条件。需要向读者交代案例发生

的有关情况、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等。背景介绍并不

需要面面俱到，重要的是说明案例的发生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或条件。

3．案例问题事件。通过对原始材料进行筛选，对案例问题产

生、解决过程中的环境、人物活动的描述，有针对性地向读者交

代特定的内容。案例问题事件是案例反映主题所包含的各种问题

的事件。

4．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及效果。

5．分析与启示。可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生工作

有关理论对案例进行理性分析，找出案例反映出的大学生成长成

才内在规律，为辅导员工作提供现实的借鉴与启示。

6．有待探讨的问题。可列出案例中存在争议的问题或由此引

发的思考。



附件 2

她的孤独谁来陪

【案例背景】

那个女孩，她很孤独，总是自己走在校园里踽踽独行；那个女

陔，她很孤独，总是坐在教室角落里一隅偏安；那个女孩，她很

孤独，总是在寝室里沉默不语。同学李某，2016 年因自卑、孤僻

和情绪不稳定适应不了学校生活办理了休学，2017 年 9 月提出复

学申请并降级到 17 级某班，在新班级的她，因为性格和心理因素

仍让她总是孤独一人，但她就像保证书里所描述的一样无任何违

纪行为。这种有序的生活却因为她一个同性朋友的到来被打破了，

因为孤独，她们恋爱了，这种关系让她感觉找到了孤独的寄托，

她又一次无视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多次出现旷课、外宿、擅自离校

等诸多违纪行为，班主任和班干多次找她了解情况却都被她的谎

言所欺骗，在谎言一次次被拆穿后，班主任将该情况告知了我并

联系了她的父母，我安排她班上的班干去寻找她，第二天她选择

了自残这种无言的方式来掩盖所有的违纪行为。

【案例分析】

从以上案列的背景还原来看同学李某的思想和心理问题已经

很严重了，竟然用自残的方式去掩盖自己的违纪行为和企图达到

挽回她同性朋友的目的，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与辅导很

可能出现不可挽回的后果。经过与同学李某自己、室友、家长以

及周围同学的交流进行该情况了解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出现此结

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肥胖膨胀了自卑

同学李某在高中时代，因为自己肥胖，不去与其他人接触，

在同学们的身边觉得自己如同蝼蚁一般，曾连续给班上同学买了

两年早餐，换来虚伪的友谊，现在的她虽然通过减肥瘦了下来，



但是以前的肥胖让她产生了自卑心理，导致她依然自我封闭，不

吃饭维持现在体重，不去与他人交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画地为

牢，最后连基本的社交能力都需要重新培养。

二、是背叛和欺骗带来了谎言

河面平静无漪不代表没有风吹过，不吵不闹的关系不代表没

有背叛与欺骗，曾被室友孤立的她，关系最亲密同学，都能在与

她笑着交谈后，转身去散播她的谣言，扔她的牙刷，撕她的衣

服......在这种背叛和欺骗中她穿上谎言的外衣，带上了谎言的

面具去面对周围对她“唱戏”的人。

三、是驱赶、威胁隔离出了孤独

社会环境对孩子具有再造性，而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具有

决定性，同学李某的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者，母亲是高中教师，

父亲对她的家庭教育模式是采取的是严厉的监管，即对她身边的

同学、玩伴都是用驱赶或者威胁她的方式让她远离其父口中的“坏

孩子”，“不要去跟那些孩子玩”，这是她父亲在她童年对她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而母亲面对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方式却选择的

放纵和沉默，渐渐地她的身边没有的吵吵闹闹的游戏声和呼喊声，

有的只有母亲的叹息声，她困在孤独里，被孤独包围着......

四、是孤独衍生出了畸形恋爱观

长期封闭自我，活在自己的世界，不去与她世界意外的人接

触交往，对他人具有严重的戒备心和对网络的依赖。久而久之，

网络里的虚幻世界给了她安全感，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街舞社的

同性朋友，也许是因为这股安全感和信任，她们有一天见面了并

且确定关系恋爱了，并沉浸在这畸形的幸福中。

五、是纵容和溺爱造就了轻生和自残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刚生下来的孩子凭着这股本能填饱肚

子，即使再强势的父母，对孩子的爱 不会少的，从小她为了得到

她想要的东西的唯一手段就是绝食，这一招屡试不爽，因为这股



纵容和溺爱让她学会了“不择手段”了，所以在班主任多次打电

话要求见面谈她最近的旷课和外宿问题，谎言一次次被拆穿后，

加之她的“男朋友”要跟她分手，她选择了自残的方式去挽留班

主任的信任和“男朋友”的回心转意。

【解决思路】

一、与家长保持通畅的联系，了解到很多她的个人情况，让

家长进行干预与关怀，掌握其动态。并告知家长她在学校的现在

情况，尤其的同性恋和自残行为。

二、深入班级 与宿舍，了解核实情况

我及时找到了她的班主任、其室友、班干了解情况，据大家

反映同学李某的主要表现如下：

1.性格内向，不与班级、宿舍同学交流与沟通。

2.经常不吃饭，饮食不规律，体质较差，常带外人进宿舍住，

室友跟宿管阿姨反映后，常外宿。

3.课堂上表现一般，沉默不言，常态是坐教室最后一排玩手

机。

三、我带上她班级的班干去医院找她，带其打破伤风针和上

药，确定她的人身安全后，让班干去安慰和陪伴她，我找到为其

处理伤口的医生，了解她的手臂伤口深浅，自残工具，是否有感

染情况等并向院领导汇报情况。

四、主动找同学李某沟通，先做听众，和她做朋友，倾听她

的述说，了解她的内心世界的想法；接着和她交流，给予她关爱

和产生共鸣；最后对其进行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感情

观和价值观。

五、再次联系家长，给家长报平安，告知家长她的心理情况

并让来学校，给予孩子慰藉以及孩子近期在学校的外宿、旷课的

违纪情况的处理。

【解决办法】



一、关注他们的存在，了解他们的孤独

心理问题既不属于健康、也不属于疾病范畴，它是人类心理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心理的亚健康。心理问

题学生的产生的原因有交际困难造成心理压力，对网络产生过于

强烈的依赖性，情感困惑和危机和家庭及外界环境的不利影响等

多方面的原因，所以必须从多方面、多角度、多立场关注了解这

些学生的内心想法 ，从细微处入手，解决他们的心结。

二、深度辅导，架起沟通的桥梁

对于心理问题学生的辅导要扮演好三个角色。首先是倾听者

的角色，似朋友般的倾听他们的心声，打开他们的心扉；接着是

交流者的角色，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思考，

去沟通而不是高姿态的一味的去指责，引起他们的共鸣；最后是

引路者的角色，通过自身的经历或者其他案例疏导他们不正确的

想法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生命观和恋爱观，

不要用极端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告诉他们，人生不是非黑即白

的，让他们走出心理误区，站在“灰”色的中间地带。

三、家校联动，给予爱的温暖

让心理问题学生不堪重负的原因大多数主要在于家庭，因此，

加强与其家庭的联系，让他们的父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

责任感，多一些陪伴是他们不再感觉他们是孤单的个体，再校园

里，班主任和辅导员多一些沟通的谈话，班级同学多一丝平等的

关爱，我们以一颗宽厚真诚的爱心去教育他们，必能便他们走出

暂时的心灵阴影，而步入人生灿烂的阳光地带。

【案例启示】

一、以诚相待，做孤独学生的知心朋友

孤独学生往往缺乏人际交往。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最近

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朋友之间的情感沟通。长时期处在这种封闭

自我的状态，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倾诉的机会，使他们的心理垃圾



得不到及时的清理。为此，他们十分需要一位忠实的听众耐心地

倾听，可以更快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性格特征、内心世界等，

也是对他们的尊重，更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更容易使他们配合

心理健康教育。本案例中就做到了这一点，使因内向而自我封闭

的学生也能打开心扉。

二、排除心理障碍，引导孤独学生走出阴影

要帮助孤独学生克服心里的孤独感障碍，必须先引导他们正

确认识心理障碍，同时还要走出心理误区，我们要引导其修正消

极的自我评价，消除孤独带来的自卑感，并引导他们要积极乐观

地与人相处，多交朋友，多给他人一点信任，心中的阴霾会被阳

光所取代。

三、采用多元形式活动，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如

开班会、心理专栏、心理讲座、公益劳动等，使孤独学生在生动

活泼的学习中克服不良的心理障碍，消除已有的心理孤独感，培

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使孤独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在欢

乐活跃的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为学生健康地

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

四、协调家长，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主动争取家长的支持，协同家长解决孩子们的孤独的心理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利用与家长会面、电话等形式，就共性问

题与家长交流，以便沟通思想，相互配合；另一方面，通过个别

谈话方式，就个别问题与家长取得联系。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和

安全感，在家长和老师共同陪伴下，让孩子走出孤独，迈向人潮。



附件 3

2019 年学生工作案例汇总表

报送部门（盖章）：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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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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