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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治疗在高职医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研究
苏　艳　李　静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北 沧州 061001）

摘要：重视对医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在其心理危机发生的

早期进行干预与辅导，增强其心理抗挫力，是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

的重点。本文根据近年来在高职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筛查和危机干

预中存 在的主要情况，采用阅读疗法对筛选出的危机个体进行干

预，积极进行干预途径的探索和尝试，开拓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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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高校心理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建设，提升心理健康教育

实效，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积

极探索心理健康教育的新途径，采用阅读疗法对学生心理健康普

测中筛选出的危机个体进行干预。

一、研究背景

（一）国内背景

国家医改逐渐推进，对医学生心理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我们

培养的高职医学生是面向医疗服务一线的实用技能型人才，重视

对医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在其心理危机发生的早期进行干预与

辅导，增强其心理抗挫力，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内容。

（二）大学生背景

大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特殊时期，当大学生个体在遭遇内外

部应激时，以往的应对方式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困难，而外

部世界对其形成影响和冲击持续存在，往往会使其处于危机状态。

根据某医学专科学校新生入学心理健康筛查的数据结果分析，目

前存在新生心理危机日益复杂的情况，本文根据近年来在高职医

学生的心理健康筛查和危机干预中存在的主要情况，采用阅读疗

法对筛选出的危机个体进行干预，制定合理的干预辅导计划，开

展阅读治疗，积极进行了干预途径的探索和尝试，使用阅读治疗

的干预方式，对 2019 级新生开展阅读治疗进行心理干预。阅读疗

法又称“图书治疗”。它是指将图书作为治疗工具用于有心理困

惑的个体的心理状态调整，通过阅读达到缓解和治疗心理问题的

一种方法。阅读疗法以心理学的认知治疗理论、认同理论、叙事

理论为基础，通过阅读行为，重新建构个体的行为态度和思考方式，

有效解决心理压力的心理治疗技术。

（三）国外背景

阅读疗法在西方己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例如 1810 年，由美国

的本杰明·拉什提倡通过阅读减轻患者对环境的焦虑，改善其情

绪状态；1848 年，高尔特发表论述，分析、叙述了图书治疗的功能，

并提供了不同类型患者的不同阅读处方。我国阅读疗法的研究起

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阅读疗法的概念由陈信春首次引入我国图

书馆学。王波对国外阅读疗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介绍，并对阅读

疗法概念、类型的认识及对中国古代阅读疗法和医案案例的列举。

宫梅玲则从实证研究方向对阅读治疗的应用进行探索。

（四）图书馆背景

医学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图书种类繁多，有利于进行

阅读治疗经典典籍和篇目的选取。本校图书馆不断开展阅读经典

活动，积累了大量的阅读指导经验，为阅读疗法的开展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二、研究对象

（一）研究对象

某医学高专院校 2019 级心理健康普测中，新生危机个体筛选

总数为 109 名，2019 级新生一级（存在危机）筛选率百分比为 3.4%。

选取具有危机倾向的个体 20 人，排除当下严重轻生意向者，调取

其在“修订版大学生心理测评系统问卷”结果，根据问卷结果情

况进行干预前访谈评估，接受邀请并自愿加入阅读小组学生，作

为治疗组；选取图书面向全体在校生群体公开招募的阅读小组学

生 20 人，作为观察组。

（二）研究工具

选取阅读书目，制定阅读方案，根据高职医学生特点制定具

有针对性的阅读篇目，开展阅读治疗，并在研究实施中不断调整

改进。从评价工具选择上，使用“教育部 2018 年修订版大学生心

理测评系统问卷”对学生影响结果进行测量、分析，从多个纬度

对比评价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使结果更为客观。量表共有

15 个维度，分为三级筛查。计分方式从“一点也不像我”到“非

常像我”采用 4 个计分等级，最后各维度题目加和计分。要求被

试判断题目描述是否符合自己过去一个月内的实际情况，分数越

高，代表存在该类心理问题症状或困扰的程度越严重。

三、研究方法

（一）前期研究

运用主题词与或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全面

搜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阅读活动对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

影响研究。

（二）中期研究

分别在阅读治疗团体初期、中期和结束时抽选学生进行访谈，

编写访谈提纲，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访谈评估。干预方法上，

制定合理的阅读计划，开展阅读治疗，使用“量化评价”和“质

性评价”结合的方法对“阅读疗法干预后高职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进行对比分析，积极进行阅读方法的探索和尝试。

（三）后期研究

阅读治疗活动结束后，再次使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量表进

行辅导后的测量，根据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将阅读治疗前与

治疗后学生危机状态和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对比，分析阅读治疗对

大学生心里危机状况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对比，探

讨对采用不同的干预措施与对策建议，拓展阅读治疗在大学生心

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增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途径与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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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四、研究内容

（一）提高危机个体的心理健康

通过阅读治疗使高职医学生发展良好的身心状态，培养积极

乐观的情绪，改善危机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通过阅读干预促使

危机个体在积极阅读体验中弱化不良情感体验，使测试者获得良

好的正性情感，将负性情感体验转化为正性情感体验，改变固有

的不良思维习惯，从而提高危机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改善危机个体的身心状态

通过优良的阅读作品和团体的阅读活动，促使危机个体在团

体阅读的动力推动下，消除孤独感，弱化不良情绪带来的困扰，

保持心理平衡、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统一，从而改善身心状态。

（三）促进危机个体的意志形成

根据某高职医学专科学校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筛查结果数据分

析，学生心理危机个体检出率逐年增加，这与国内高校相关研究

相一致。传统的危机干预方式过于单一，在干预效率和干预效果

上存在局限性，本研究讨论了在有限的资源下对更多危机个体进

行干预，采用阅读治疗为载体的危机干预方式成为危机干预路径

探索的新方向。危机个体在情绪控制，压力疏导等方面存在较多

困难，研究发现高品质的阅读能对人的心境产生积极影响，可以

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疏解，获得“心理营养”形成“自愈机制”，

促进独立坚强的意志品质形成。

大学生心理危机状态是由生理、心理个性及性格特征、家庭

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结合高职医学生的医学学习和

专业特点，阅读疗法自身具有经济高效、易于遵守保密原则等突

出优势，这些都有助于阅读疗法在高校开展。把阅读疗法应用于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使学生心理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预防和干

预，增加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时效性，同时缓解心理教师师资不足

与学生心理需求日益增多的矛盾。

五、研究结果

（一）危机个体焦虑水平、抑郁情绪变化明显

经过阅读治疗干预，通过前后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危

机个体焦虑水平变化明显，抑郁水平显著降低，学校适应困难、

人际关系困扰明显降低。自信心显著提高。显示阅读治疗有助于

改善大学生的焦虑与抑郁情绪。能显著改善抑郁心境，显著改善

焦虑情绪。对抑郁的改善效果最为突出。同时，观察组学生心理

健康程度也同时有进一步提高。

（二）访谈结果整理分析增加自信与人际交往能力

根据对学生访谈结果的整理分析，实验组高职医学生对阅读

治疗团体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和包容性满意度高。在阅读中治疗过

程中，指导老师和小组成员以及阅读内容给予自己很多温暖和力

量，在同参与者增进交流的过程中增加了自信和交流沟通的能力，

使参与者变得内心充盈而有力量。观察组学生反馈对医学知识学

习的兴趣也有所提高，阅读让自己更加自信。

（三）高职医学生对阅读治疗书目的选择存在偏好

在筛选图书过程中，医学古籍的阅读最受高职医学生的欢迎，

传统医学古籍中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孕育华夏民族几千年的

健康观念、人文观念及其实践经验对医学生的身心疗愈具有现实

价值和意义。对高职医学生的增强专业信念，明确学习方向提供

方法指导。

六、讨论

（一）阅读治疗对象筛选

阅读治疗作为危机干预的方式在高职医学生中的危机个体干

预方式拓展，为保证学生安全，需要排除存在严重幻觉、妄想的

个体。如果有学生幻觉妄想维度分数偏高（标准分在 2-3 分之间），

则不进行阅读治疗介入，即不对存在幻觉、妄想的危机个体采用

阅读治疗。

（二）阅读治疗干预效果

阅读治疗对高职医学生的危机干预作用明显，可以作为心理

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途径进行拓展。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与图书

馆按期开展阅读治疗小组活动，增加宣传，介绍阅读疗法的作用

和基本常识，使在校大学生对阅读疗法有较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让有需求的危机个体能够及时得到有效的阅读治疗的指导。

（三）阅读治疗方案的施行

进一步进行阅读治疗方案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结合，拓展

符合改善学生身心健康的阅读治疗方式。通过图书阅读活动，向

大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尤其对危机个体推荐治疗性图书目录，在

校形成阅读治疗的习惯。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进行自

我预防和自我调整乃至解决心理危机状况。

七、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治疗是一项简单易操作且行之有效的心理危

机干预方式。在对高职医学生进行的阅读治疗探索中，医学古籍

的阅读对危机个体的影响较深远。重视对医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积极进行干预途径的探索和尝试，在其心理危机发生的早期采用

阅读疗法对筛选出的危机个体进行干预，进一步开拓了高职医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新方法、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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