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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简述

王某，男，22 岁，自小随家人来广东定居，于 2020

年就读广州某一民办院校。该生成长环境较为复杂，自

幼与爷爷奶奶生活，舅妈是其紧急联系人。该生自入校

以来情绪低落，多次出现自杀行为未遂。王某室友曾亲

睹一次该生轻生行为并制止，而后陪同其前往广州某医

院就诊，医院确诊该生为重度抑郁症。此后，辅导员多

次与该生沟通，在征得该生同意后与其家长（舅妈）沟

通，达成一致意见，让王某以请长假的方式回家进行封

闭式治疗。

2021 年春季，因新冠肺炎疫情学生未能返校，继续

在家休养。9 月返校后，其病情有所改善，基本学习生活

正常，却性情大变。

2022 年，作为一名毕业生，他（她）已经顺利参加

实习工作。

二、案例过程

2020 年 9 月入学至学生首次发生轻生事件期间，据

王某自述，“自己买过农药，买过绳子，多次尝试自杀都

没有成功。”据室友陈某反映，王某以往的学习和工作

经历对其产生消极影响，这是他（她）自卑的主要原因

之一；王某情绪容易波动，时常喜欢在宿舍阳台看风景，

有几次晚上情绪失控大哭。

2020 年 10 月 29 日，室友陈某突见王某轻生行为，

把一只脚伸出阳台欲跳楼，室友立马将其拉回来。第二

天，王某表示希望室友陈某帮其预约学校心理健康辅导

中心进行心理辅导。王某自述，“我近期情绪低落，之前

试过多次自杀都没有成功。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失败，

无力改变，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不擅长与人沟通，三

人以上就莫名恐慌。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做什么都没意

思”。对此，咨询师建议王某告知家人目前的情况，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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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去专业医院就诊，该生全程对于心康咨询师的建议和

要求都十分配合。令人疑惑的是，学生不愿将此事告知

家长。因此，咨询师建议对其进行 24 小时监护，并尽快

联系家长带学生到专业医院就诊。辅导员与王某进行深

度沟通后，了解到其家庭情况非常特殊，舅妈一直是他

（她）的紧急联系人。为尊重学生意愿，辅导员当下只

是要求学生必须就医，查明病因。

2020 年 10 月 30 日 20 点，辅导员私下与其舅妈联系，

告知王某情况，并着重强调学生不愿告知家长的意愿。

为不刺激学生，辅导员与家长达成对其疾病情况保密的

共识，并互留联系方式，确保能随时互通信息。

2020 年 10 月 31 日，医院确诊王某患重度抑郁症，

伴有轻度焦虑，需要进行药物与心理辅导结合的治疗，

为期一年。

2020 年 11 月 3 日，辅导员主动约谈王某，了解他

（她）吃药的情况，并再次劝他（她）告知家长自身真

实心理状况，王某首次答应这一建议。

2020 年 11 月 4 日，该生主动联系表姐告知了自己的

病情。其表姐与王某自小关系比较亲密，因此第一时间

将此事告诉了她。

2020 年 11 月 9 日，凌晨，学生在家期间产生轻生念

头，声称“自己在天台，不想活，并留好遗言”。经过表

姐两小时劝说后，王某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2020 年 11 月 13 日，辅导员找王某及其室友谈心，

该生说周末回家时会让家长带他（她）到专业的医院治

疗。晚上 21 点左右，王某回到宿舍后坐到楼梯窗户上，

室友立刻将其拉下来。但是，王某此次有反抗且激烈。

辅导员立即联系王某舅妈，告知此事，并要求其舅妈接

王某回家，王某却拒绝回家。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为减轻室友陈某的压力，辅导

员决定让另外室友加入到监护小组，并叮嘱对该生的情

况保密。

2020 年 11 月 20 日，凌晨，王某偷跑出去，整个宿

舍一起找他（她），该生回宿舍后哭泣。辅导员向上级汇

报后，要求王某家长到校沟通。舅妈到校后，劝说其回

家治疗，提到他（她）担心病情影响学业，不愿休学。

经系部研究，批准王某以请长假的方式回家进行为期一

个月的治疗，待期末考试再返校考试。

寒假期间，该生在家按时服药，定期到医院复诊，

情况稳定，在家会帮助照顾老人。

2021 年 3 月初，因新冠肺炎疫情学生未能返校，该

生在家期间一直坚持按时参加线上学习。5-6 月，尽管

学生一直因疫情未返校，辅导员仍定期与该生及其家人

沟通，适时了解情况。王某按时服药，定期进行心理辅

导，锻炼身体，状况稳定。

2021 年 8 月，王某舅妈表明希望该生能返校参与校

园生活，有益于病情恢复。虽学生还未痊愈，无法出具

康复证明，仍希望能够返校，如学生在校发生安全问题，

自行承担后果。

2021 年 9-10 月，王某返校后，大多时间在备考，状

态稳定，但学习状态不佳，性格由内向变为外向。11-12

月，辅导员前往该生宿舍了解情况，王某此次返校性情

大变。

2022 年 1-3 月，王某在异地实习，该生正在某公司

实习，情况良好。

三、心理问题诊断（基于心理科学）

重度抑郁症往往是由先天遗传或后天环境影响所至，

会产生一系列抑郁症症状，包括情绪波动大、身体疲惫、

精神状态涣散、焦虑、产生自杀行为等。王某在生理方

面、情绪方面、认知方面、行为方面都出现过危机的特

殊性表现，例如，疲惫、焦虑、缺乏自信、记忆力衰退

等。此外，心理学家 Caplin 认为，每个个体都存在自身

现状和生活环境的较为平衡的状态，一旦危机事件发生，

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导致自身现状和生活环境的失衡，

个体开始进入危机状态。因此，王某在被确诊为重度抑

郁症后多次发生自杀性危机事件的现象，可确认该生进

入危机状态。

针对此次王某的紧急危机事件，与学校相关部门商

讨后，做出辅导员对其进行紧急危机干预的决定，其目

的在于帮助该生分析评估产生焦虑行为的因素。主要因

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因，原生家庭情况复杂影响学生

心理状况。该生无抑郁症遗传基因，自幼与爷爷奶奶居

住。由此可见，王某长期缺乏日常沟通和父母关怀，消

极情绪释放途径较少，所至现状。二是内因，该生因

自身发展实际情况与个人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内心自

卑，从而产生焦虑。据了解，该生身边同龄家人（如，

表姐）均为硕士毕业生，他（她）一直非常渴望能够

像身边人一样优秀。因此，王某非常努力通过了专升

本升学考试，进入到本科院校学习提升自己。但是，

由于自身学习能力不足导致其产生自卑心理，从而产

生焦虑现象。根据以上导致王某心理危机状态的内外

两方面因素，我校对该生制定了相关的心理健康维护

工作方案。

四、心理健康维护工作方案与实施过程

王某案例能够妥善解决，主要是通过成立心理健康

五级防护网络进行了干预，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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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应急处置及安全监护阶段

学生产后轻生行为后，学校立即成立五级防护网络

体系对其进行 24 小时监督。一级防护为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委员会，主要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级领导构成。

二级防护是由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的专职人

员组成。此次王某案例主要由李老师建立学生心康档案，

并对接系部心康联络员，每月上报的关于王某心康状况

的资料。三级防护为二级学院、系心康工作小组。此次

案例，该小组由学工负责人、辅导员与系心康联络员组

成。辅导员承担日常监管学生的主要工作，包括与王某、

其家人、同学们了解状况，定期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且

定期更新该生的心康档案资料。四级防护是班级的心理

委员。心理委员需要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观察该生具体状

况，加以记录，并向辅导员及时汇报。五级防护，根据

学校相关规定原为一名宿舍心理信息员即可。因此次案

例较为特殊，王某在校产生自杀倾向，所以决定该生室

友均纳入五级防护组成员，更全面的监管王某在校情况。

（二）危机团体干预阶段

基于危机干预的安全原则、支持原则、保护当事人

隐私原则、确定干预目标原则，辅导员采取了团体危机

干预技术。该技术是指危机干预人员以团体的形式，适

当的对危机当事人进行疏导，通过日常观察、学习和体

验让学生重新认识自我与接纳自我，从而减轻焦虑症状，

激发个人潜能解决问题的过程。此案例中，辅导员与其

室友构成一个团体对王某进行监管。王某室友负责观察

该生在宿舍的心理状况，并向辅导员反映。与此同时，

室友长期陪伴王某，产生了消极应对状态。辅导员也与

其室友们多次谈话以减缓他们的压力。同时，辅导员也

需定期向相关部门汇报该生的状况。因此，在该危机干

预团体里，辅导员承担了掌握并疏导王某本人及其室友

在校期间的心理状况的责任。另外，辅导员也承担了与

其家人沟通、与该生室友沟通、与学校相关部门对接的

责任。

（三）后续跟踪阶段

返校之初，王某向辅导员提交了病情诊断书，该生

病情有所好转，但未完全康复。因王某非常渴望按时完

成学业，家长提出希望学校允以该生复学的请求。辅导

员根据学校相关要求，向家长出具了告知书，告知家长

学生在未完全康复的状况下复学的潜在危害性。家长仍

坚持希望能够让王某复学，也签署了承诺书，承诺复学

后学生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他们自行承担。

疫情返校后至 2022 年寒假期间，辅导员仍坚持通过

宿舍团体、班干部对王某的情况进行后续跟踪，并定期

与该生本人及其舅妈进行沟通，从多方面了解其真实的

心理状况。之后，因学生实习需求学生未能返校，辅导

员只能通过线上的形式继续跟踪该生近况。

五、工作效果评价以及经验反思——民办高校学生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启示

通过该案例，作为辅导员对此次工作效果和经验的

反思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认识到自己需要提高自身关

于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能力。近些年，大学生心理问题

层出不穷，作为学生一线工作者，应该增加个人心理学

方面的专业学习，以便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能够作出

较为专业的判断，并对这些学生进行更专业的疏导。二

是辅导员应积极构建学生团体机制与和谐宿舍氛围。与

辅导员相比，室友与患者日常相处时间更长，观察更为

具体细致。并且，学生之间能够一起开展一些运动锻炼、

上课、自习等一系列校园活动，对患者的病情有积极影

响。因此，构建学生团体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帮助辅导员

进行监管，还有益于改善患者病情。三是应加强辅导员

与家校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学生的过往经历，

也让家长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学生在校期间的心理状态，

共同做好帮扶学生心理问题的工作。四是针对专升本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部分专

升本学生曾有过社会工作经历，这些经历存在给学生带

来消极影响的可能性。因此，这些学生进校后，作为辅

导员应该充分了解学生入校前的过往经历，提前预防学

生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事件。此外，辅导员应该在入校

后，增加对学生的心理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

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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