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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健康危机干预体系的探索与应用
——以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个案分析为例

刘思瑞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家长越来越注重对孩子的培

养和教育，面对高考的压力，许多家长过度关注成绩从而忽略了

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理无形中

给孩子增加了巨大的思想压力（从而导致个体在强压下出现应激

反应）。当这一压力得不到及时的排解并伴随其他外因时（长此

以往则导致心理问题出现），最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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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A 是一名 2021 年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生活的萌新，曾在高

中期间就读于一所全封闭式学校备战高考，因高考学业压力过大、

学习环境过于压抑，在校期间多次受到班主任当面处罚和批评，

小 A 多次尝试与父母沟通试图说服父母转学，但父母对小 A 精神

方面的压力及情绪低落并未过多关注，并以其自身原因：内心过

于脆弱为理由，拒绝为她办理转学。随后小 A 便瞒着家人去看心

理医生，但因当时其未满 18 岁需要监护人陪同才能在医院进行治

疗，无奈之下小 A 将此事告诉了姑姑，随后父母便得知此事并加

以责怪。面对家人的不理解急

需排解内心压力的她找到好友诉说内心的煎熬，但因朋友无

意间向他人透漏小 A 近况，很快此事便在身边同学及学校传开，

面对亲友的不理解，同学、老师的非议她最终选择了自杀，再次

醒来已在病房……虽然经过一个暑假的调整小 A 以全新的面貌如

愿来到了大学的校园，开启了新的校园生活，可这段高中那段痛

苦的经历成为了她的心魔，日常学习生活中看似勤奋、努力、乖

巧的她其实内心一直备受煎熬。在 2021 年 10 月 23 日晚她鼓起勇

气以匿名电话的形式向自己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讲述了自己过往的

痛苦经历和对现在生活焦虑与担心，情绪一度崩溃……

一、案例分析与应对：

（一）多方联动 掌握情况

由于该学生是以匿名倾诉的方式联系到自己所在班级的班主

任，首先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①该学生不希望他人或老师得

知她的身份。② 学生对老师缺乏信任，心理咨询师与学生之间的

信任关系还不够充分。③当务之急是防止事态严重及扩散、在保

密的情况下确定求助学生身份，保证学生人身安全、稳定学生情绪。

④就此情况紧急上报学院及学校，启动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干预

应急方案。

举措如下：

①确定求助学生身份，保证学生安全。2021 年 10 月 23 晚该

学生所在班级班主任与辅导员电话沟通她接到匿名电话之事，事

发当晚为周六，班主任在确认学生情绪暂时稳定的情况下，与辅

导员联系沟通，通过询问班长得知当日有学生向他询问班主任电

话，大致确定求助学生身份。联系当晚在校值班辅导员老师以走

访宿舍为由前往该生宿舍查看学生情况，密切关注该生动态。联

系宿舍信息联络员以该学生身体不适为由任命宿舍信息联络员暗

中密切关注该生动态，如有异常及时汇报，以便及时掌握学生情况，

如遇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但因学生电话中提到希望

班主任能够将此事保密，为了不对学生的情绪造成二次的影响，

辅导员选择暂时先装作不知晓此事。

②就此情况紧急上报学院书记、上报学生工作部。启动大学

生心理健康应急预案，积极联系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借助专业力

量紧急制定该学生心理健康及思想教育紧急干预计划。初步计划：

2021 年 10 月 25 日辅导员以“走进心灵 亦师亦友”主题班会鼓励

学生积极与老师沟通，借自己个人经历向学生诉说自己求学道路

上的波折，运用共情的方式向班级学生普及大学生存在的常见心

理健康问题，以轻松的方式告诉的大家进行心理咨询在当今社会

的常态化。并且以匿名形式表扬多名主动找老师谈心谈话的学生。

在开展完班级座谈会当晚小 A 便主动打电话联系了辅导员老师并

约在某教学楼门口见面。本次心理健康应急干预求助学生身份再

次确认。

（二）建立信任 持续沟通

见面之后小 A 情绪激动并伴有哀叹、哭泣，她述说了高中那

段痛苦的经历之后道出了胸中的顾虑，谈话中学生还提及经常夜

晚难以入睡，白天精神不佳、心慌、焦虑，经过谈心谈话，小 A

情绪逐渐稳定，并表示能够正视自身心理问题，只是害怕自己的

心理问题不能够被他人理解、怕父母知晓为她操心甚至与她产生

隔阂，更怕在新校园生活中因为心理问题受到歧视从而失去新的

朋友，并多次强调一定要保密。鉴于其能主动与任课老师谈心、

求助，表明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觉能力并未丧失，自救能力强，

能正确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在与学校心理卫生中心沟通说明学

生情况后，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师的劝告，到心理卫生中心寻求帮助，

专业心理教师建议学院决定暂时不与家长联系，在学校心理卫生

中心沟通说明学生的心理问题后，必须刺激学生做出过激的动作，

才会引起反作用。待保证学生情绪稳定且安全的情况下再联系其

监护人作进一步帮扶。

举措如下：

①安抚学生情绪，与学生建立信任，时刻掌握学生日常动态，

在该生宿舍安排宿舍联络员以该学生近日身体不佳为由让其重点

关注汇报。②推荐该生前往学校心理健康中心进行心理咨询，心

理健康教师与学生建立咨询关系，从专业角度对其心理问题作出

评估并进行帮扶。③积极与心理健康老师针对该生情况进行沟通，

从专业角度了解和掌握该学生心理状况。

④与学生约定每日以备忘录的形式将自己想说的话记录，像

写日记一样每日发给辅导员老师，成为学生倾诉的对象，与学生

建立沟通与信任关系的同时时刻掌握学生在校期间生活学习情况。

⑤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及心理老师专业建议，告知学生此事必须需

要告知家长，并从朋友的角度安抚并劝服该生此事需要自己与家

人一起面对。做学生与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作为老师一定会向

其父母说明其在校近况，尽最大可能解开父母对于心理健康问题

的疑惑。

（三）打通交流通道 打破陈旧观念

举措如下：

①选择与学生家长合适的沟通时机：从心理学专业角度出发

在一日当中个体情绪一般在上午更为稳定，且上课过程中有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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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场，学生如有任何异常代课老师能够及时发现，从而最大

程度保证学生安全。另一方面，上课能够分散小 A 对于告知家长

此事的关注度，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小 A 情绪波动。2021 年 11 月 5

日上午 8 点 20 分，在小 A 早读结束后辅导员告诉其稍后会与其父

母联系，希望她不要过于担心，父母的疑问老师都会一一解答，

希望她能够认真上课，小 A 也欣然接受并返回课堂上课。

②联系家长，讲述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等方面近况，告

知家长学生近期出现的睡眠问题、情绪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心理

问题，并说明为何第二周才联系家长的原因。询问学生过往病史，

耐心解释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试图打破家长对于“心理问题”

的陈旧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

越大的压力，作为家长带领孩子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

在“心理问题”无法逃避、无法自夸的情况下，常态化的心理辅

导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沟通过后家长表示十

分理解，也将学生过往病史详细说明，并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学校

及时带学生就医。

③及时向小 A 反馈与其父母沟通结果，安抚学生情绪，打消

学生顾虑。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不仅是一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为学生和家长牵线

搭桥。通过深入有效的沟通，打通学生和家长之间的隔阂，让学

生和家长都能正确看待“心理健康问题”，从而避免更多悲剧的

发生，从而消除家长对“心理问题”造成社会压力的疑虑。

（四）家校联动 症结缓解

通过为期两周的心理危机干预帮扶及与学生家长有效的沟通，

2021 年 11 月 5 日下午，学生家长决定到校接学生前往当地精神卫

生服务中心进行诊断，必要时进行系统治疗。

父母方面：通过多媒体平台及相关书籍了解更多心理健康相

关知识，对心理健康问题重新认识，积极带领学生前往医院进行

诊断治疗，与学校及时沟通并谨遵医嘱。

学生方面：经医院诊断治疗为重度抑郁，学生积极配合医院

治疗，按时吃药，定期前往医院复诊，经过 1 个月的诊断治疗病

情好转，医院开具相关证明，通过办理学校因病请销假相关手续

后返校上课。

学校方面：辅导员根据学生初次前往医院诊断情况依据学

生手册相关规定积极帮助学生办理短期请假手续。学生在家期

间学校定期与学生家长进行交流，了解各阶段的诊断和治疗情

况，做到心中有数。将每次与学生及家长的沟通留底记录。待

学生病情好转，提供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明，经学生预防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评估并经心理咨询室评估确认恢复健康后

方可办理复学、销假手续，同时须向学校提供病历证明，留底

保存即可返校上课。学校坚持保密原则，尽量做到干预落实到

自然环境中去，不随意透露学生的相关情况。在与学生日常沟

通或谈心谈话过程中给予学生关心的同时避免让受助者感觉到

自己过分被关注，降低学生自我感觉中存在的特殊性，强调同

一性，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地融入校园学习生活。定期询问学生

近期状态，鼓励学生如遇问题积极与老师沟通解决，持续巩固

师生之间信任关系，便于及时掌握学生动态。定期与学生家长

沟通、联系，告知家长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人际关系、

情绪等多方面情况，家校联合保持信息准确并统一，如遇问题

及时沟通解决。在联系家长的过程中注意方式方法，记录在案，

保存完好。在该生宿舍安排宿舍联络员、班级心理委员，如有

异常及时报备。发挥心理危机干预系四级联动，使该学生回到

学校后出现突发心理问题的几率降到最低。

二、案例反思与后续帮扶

案例反思：本次校园心理健康危机突发事件虽处理及时得当，

但从事件发生到结束也映射出高校对于学生日常管理以及心理健

康教育的不足之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未能形成四级联动有

效循环，从而导致发现学生异常情绪不及时，学生与教师之间未

建立信任。

改进措施：这起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只是高校学生心理健康

危机干预和日常管理的冰山一角，作为高校应该发凡举例，以小

见大进行思考，把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建设作为高校心

理健康安全建设的工作重点来抓。变“被动干预”为“主动预防”

根据各校、各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学院危机干预体系的实质运

行方案，形成四大方面体系，即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基本架构。

心理中心专兼职教师（心理危机干预应急系统），各二级学院心

理专干、辅导员（心理危机干预维护系统），各班级心理委员（心

理危机干预预警系统），各寝室组长（心理危机干预联络系统）。

心理危机干预应急系统：心理危机干预的常识性培训是由专

业心理教师定期对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心理委员开展的。

从而能够在遇到问题时，采取通报、干预、转介等正确的方法，

做到心中有数。心理健康中心老师负责对各学院心理专项工作干

部及各辅导员建立心理健康应急小组群：①发现疑似心理健康问

题学生或有意愿前往心理中心进行心理咨询学生及时与心理中心

对接联系，确保学生能够及时接受心理咨询。②在学院定期开展

心理健康主题讲座或举办沙龙活动邀请心理健康中心教师使，让

学生在大学生活中更好地适应并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具备心理健

康知识，具有自我心理调节能力。③ 辅导员定期与心理中心交流

本学院学生的情况，心理中心定期开展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心理卫

生培训班，帮助辅导员解决学生常见的心理危机类型和普遍的应

对原则。

心理危机干预维护系统：积极开展学生心理危机救助工作，

结合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对高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心理

健康教育等工作进行指导和部署。摸排掌握有关情况，根据学校

预防心理危机工作领导小组的意见，及时将较严重的心理危机事

件向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开展心理评估和干预

工作。建立信息网络，以辅导员为主体，对学生的学习、生活、

思想、心理状况等进行及时了解。在发现或了解到心理危机干预

预警系统：心理危机干预将学生干部纳入学校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体系，心理委员岗位是适应学校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学生

同伴团体内互助作用提出的学生自助岗位，每个班级设一名心理

委员，建立一支心理委员队伍，主要职责是在班集体中开展心理

健康理念和心理卫生知识宣传，对学生的异常心理信息要及时掌

握和报告。

心理危机干预联络系统：把学生心理危机预防融入学校处置

突发性事件工作体系中，全面指导学生心理危机预防的实施，完

善学生生活管理体系建设，加强对学生日常生活科学管理建立，

学院各辅导员设置所带学生宿舍长群，在各宿舍选拔宿舍长及心

里联络员，利用每周检查宿舍时间与各宿舍长及心里联络员进行

沟通并了解各宿舍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从而实时掌握所带学生情

况，发现异常及时与学生进行谈心谈话，必要情况及时进行心理

健康中心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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