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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背景

1.1  事件经过
吴某，男，某校二年级学生，2021 年开学报到第二天上午

10 点钟左右，有同学发现该生在年级群、班群、机构群、朋友
群和朋友圈频繁地发布多条具有挑衅性的信息和图片，内容与
上下午无关，逻辑混乱。辅导员也发现了该生的异常，为了不
引起更多混乱就将该生移出了各类微信群，并联系该生了解情
况。该生却对主动联系自己的辅导员进行了谩骂，还通过删除
微信和号码等方式拒绝联系方式，几分钟后又主动加了辅导员
对自己的行为道歉和使用非常卑微的语言请求原谅，然后又删
除辅导员微信，如此反复。

观察发现该生情绪高涨，言语增多，行为增多，思维奔
逸且内容随境转移和有夸大的成分等，对经过的行人发出挑
衅的语言，判断这个学生有可能给校园师生带来不良影响，
威胁到校园和谐，必须采取措施干预。当天晚上 11 点多家
长从工作地赶到了学校，在征得家长得同意后向派出所寻求
帮助 , 凌晨 3 点左右，在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成功将学生送
到心理专科医院。

经过 10 天的住院治疗顺利出院，为了巩固治疗效果工作
组建议该生休学在家休养。出院第二天，该生在家长的陪同下
返校办理了休学手续。工作组会持续跟进该生在家的康复状况，
直至完全康复复学。

1.2  事件性质分析
本次校园危机事件是因大学生不明原因的突发心理问题引

起的，属于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因发现早和干预早，所以没
有影响到师生的正常生活和校园和谐稳定。大学生心理危机事
件指大学生某种心理上的严重困境，大学生遭遇超过其承受能
力的紧张刺激而陷于极度焦虑甚至失控的状态，因情况紧急，
内心的稳定和平衡被打破，易导致严重后果［1］，案例中该生先
是在微信平台发布无差别的攻击性语言，后又发展为典型的躁
狂发作症状，如持续性情绪高（一直表现为非常高兴）、思维
奔逸（话题随境转移）、言语增多且内容与现实不符。躁狂发
作起病急，病程短，前兆不明显，早期很难察觉，一旦察觉就
属于典型躁狂发作，躁狂发作一般伴有不计后果的行为如不顾
场合的大喊大叫，甚至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等行为［2］。案例中该
生在校园行走过程中会发出异常的叫声，有时候还会突然追着
女生跑等，这都给学校安全稳定和其他同学的身心健康带来一
定的风险，因此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将风险降到最低。

2、案例处理经过和方法

2.1  收集信息，确定问题［3］。
案例中学生在发现该生在微信平台的异常行为后报告给了

辅导员，一方面快速找到该生所在班级班干部和舍友了解情况，

随着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增加，大学生发生心理问题的频次日趋增加，尤其是大学生的突发心理问题因其突发性和不可预测

的破坏性，既影响了大学生身心健康也威胁到了高校校园安全。本文通过具体大学生突发心理危机案例的分析和回顾，指

出高校应充分重视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重视辅导员队伍在应对高校心理危机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辅导员队伍在维护校

园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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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派出辅导员赶到该生宿舍，确定该生的位置和安全情
况。通过了解发现，该生平时与班级和宿舍同学相处都不错，
事情发生前曾发朋友圈说与女朋友闹矛盾，后经过深入了解发
现并没有女朋友，是个人臆想的事件，舍友说该生在宿舍里会
经常说到家庭问题，他在家里存在感比较低。

收集到的信息显示该生因多种外因诱发了躁狂发作，症状
中存在不可控行为，存在给学校师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
带来了风险可能，需要采取应对措施。

2.2  信息上报，监测网络舆情。
工作组负责人将调查到的情况和初步处置措施向学校汇报

并就应对措施请求学校指导。此外，工作组还安排学生干部关
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中有没有关于该生情况的信息，防止有以
讹传讹的不实信息流传于网络空间引起师生恐慌，给学校声誉
带来负面影响。

2.3  联系家长，寻求派出所协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最新修正版）》中的

有关规定，疑似精神障碍学生特别是具有潜在危险的学生的送
治必须由该生的近亲属执行，因此，经学校心理专家对该生做
了初步评估后，工作组第一时间联系了该生家长，向家长说明
了该生情况的严重性，希望家长可以到校。在工作组再三说下，
家长在事件发生后 3 个小时到了学校。

学院工作组集体接待了家长，并就事件发生的始末和了解
到的情况向家长们做了说明，重点强调了如果不及时诊治对该
生的不良影响。通过与家长协商，家长同意将学生送医院。《精
神卫生法》第 28 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
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
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
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4］，工作组通过对该生身体状况、
精神状况进行评估，发现该生目前的躁狂状态非常难以控制，
所以拨打了 110 向当地派出所求助，请求出警协助工作组将该
生安全地送到专科医院诊治。

对涉及的师生开展心理疏导和对当事人开展隐私保护。在
该生送到专科医院诊治后的第二天，工作组安排心理工作经验
丰富的辅导员对该生所在的班级开展了团体心理疏导、对参与
事件的个别学生开展了心理辅导。团体辅导和个别心理辅导为
事件波及学生提供了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渠道，解决心理危机可
能留下的问题。此外，团体辅导和个别心理辅导中都强调了心
理健康的重要性，普及了心理咨询知识，让学生理解心理健康
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出现了心理困扰要及时寻求帮助，要求班
级同学本着友爱同学的原则不在微信等平台透漏该生个人身份
信息或者传播不实的事实，降低该生复学后可能受到的不良影
响。二是对参与事件的年轻辅导员（该辅导员一开始联系该生
的时候，被该生谩骂和人身攻击）开展谈心谈话，安抚情绪，
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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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效果和反思

3.1  事件处理结果
从发现该生异常到成功将其送到专科医院诊治，整个处理

时间为 17 个小时，发现的早，处理的得当，贯彻了心理健康
工作“早发现、早研判、早控制”的工作准则，将事件控制在
最短时间内解决，波及最小范围，对校园安全稳定没有造成大
的影响。目前，该生已经得到有效治疗，康复后在家人的陪伴
下回校了休学手续，学院会持续关注该生的康复状况。

3.2  工作反思
3.2.1  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力

度，是学校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高校大学心理危机事件相比较更高成本的事后补救，前期

的识别和干预能有效地降低校园危机事件的损失。高校辅导员
是与大学生联系最多的群体，是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和谐的重要
队伍，他们是发现和应对校园心理危机的唯一一个全程参与的
教师群体，是资源整合者和过程监督者［5］。在高校心理健康工
作中，辅导员上联系学校相关部门，下对接学生个体，起着承
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辅导员或者学生发现学生的异常，辅导员
一方面将发现的异常报告给学院和学校，另一方联系异常学生
家长，积极密切配合着开展心理危机的应对与处理工作。同时，
心理危机的干预工作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工作，事件处理完
后还要持续地跟进。因此，辅导员队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
和技能的掌握，是维护学校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和《高等学校辅导
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中规定，辅导员队伍要掌握必要的
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和有能力应对校园危机事件。为了更好地
做好高校辅导员工作，给师生创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一方
面学校辅导员管理部门通过培训等方式促进辅导员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另一方面辅导员自身也要加强这方
面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要熟练掌握大学生常见心理危机的辨别，
做到早辨别，早发现，早应对，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
状态，阻止危机事件进一步升级。

3.2.2  优化辅导员队伍结构，建设一支专业化强的高素质队
伍，是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提升的重要途径。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的引领者，学习的指导者，是大
学生的朋友、人生导师，辅导员的素质水平关系到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大学生培养的质量，虽然高校非常
重视辅导员队伍的建设，然而辅导员队伍却存在着普遍年轻、
职称不高、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不高的现状，特别是没有形成
老、中、青相结合的最佳结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其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水平 [6]。本案例的工作组是一支老中青相
结合的辅导员队伍，老辅导员有多年一线学生工作的经验和对
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掌握，最早辨别出该生异常和对风险做
出了评估，也是最早发现了新辅导员心理变化。因此，通过经
验丰富的老辅导员指导新辅导员开展工作，以老带新，是辅导
员队伍自身建设的重要助推力。

3.2.3  降低和减少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对高校安全稳定的
影响，是高校的重要工作。

当前，随着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增加，大学生心理问题引发
的心理危机事件也随之增加，如果未能发现和及时处理将会带
来严重后果，如马加爵事件等。因此高校要充分重视大学生心
理危机事件，做好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预防和监测工作，早
辨别大学生心理危机发生的症状，第一时间干预，将可能发生
的恶劣影响扼杀在萌芽中。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坚持以生为
本，生命第一原则，将师生安全放在第一位开展干预工作；大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后做好善后工作，如对涉及师生的心理疏导、
案例个体心理动态的持续健康和定期回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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