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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急剧的、且造成个人心

理上强烈反应的重大事件，那被称为应激性事件，应急

事件常常与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情感打击，工作与学

习的挫折为著。[1]

常常发生于大型活动前后与重大打击前后，往往会

给人带来强大的情绪影响。应激事件也常常与精神医学

相关的疾病有关，比如抑郁症与双向情感障碍等，往往

给患者带来比较剧烈的不适的情感体验，并长期影像患

者的生活。[2]

传播学在其中可以充当认知神经科学的介导，基于

认知情绪进行教育与科普。抽象的精神医学疾病化往往

源于医学心理学上的强烈持续的心境低落的现象，这是

基于医学心理学与多媒体传播学在高等院校的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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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对被观察者的语言以及情感表达所识别的，基

于高等院校学生群体的年龄特殊性，我们往往可以发现

学生基于情感打击与重大事故打击时往往无法正确认识，

并且长期的心境持续低落影响了脑科学中的 5- 羟色胺的

再摄取等其他病变，这往往是不可逆的，但是基于药物

可以控制，但是依然会给学生带来精神与经济压力。[3]

人文教育是学生对世界认知的基石，只有正确客观

认识事物才能避免被学生出现心理危机，人文教育往往

可以更加有力地予以学生精神力量，塑造性格与培养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于我们在湖南医药学院的工作

经历，我们发现在院校内有大量的人文宣传标语，并且

也有大量的心理危机干预宣传。[4]

通过大数据检索我们发现白岩松曾在此开坛讲学，

这都是有利于为学生进行认识观塑造的。但是我们对其

他大学进行检索，总结了相关的结论，并且尝试对有利

于干预学生心理危机的方式进行汇总分析，并且传播学

中学生之间的传播速度更加迅速，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我们于此进行讨论。[5][6][7][8]

1.基于多媒体传媒对学生进行形象生动，深入浅出

的爱情观塑造

我们尝试在多媒体视频平台对大量的视频进行分析，

发现这一类视频在表达含义的时候往往出现无前提的结

论性可视化表达，无结论的前提开放性表达，基于无明

显的对比标准的数据罗列式表达，基于一定的经济收益

为目的的选择性表达以及非爱情主题的无逻辑表达。基

于抖音与微信短视频，我们认为这样的视频对于学生教

育是不合适的，中国改革开放后，青年的学习与进步必

须是基于党的领导下的有健康成长的目的性成长方式。

但是基于神经学与传播学的知识交叉，学生在摄取视频

信息的同事，大脑的神经元会开始动作，形成动作电位，

会对相关的知识形成片面化的记忆，这显然在学生并没

有成熟的爱情观期间是不合适的。

我们在高等院校的爱情的认知教育中，传播学产品

的设计必须基于以下几点原则：1. 建立在学业良好上的

爱情才是合适的爱情。2. 建立在互相帮助，包容的爱情

才是有温度的。3. 所有的爱情都应道服从于事业与学业。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尝试以我国科研领袖的

爱情故事为背景，对学生的爱情观进行塑造，教育他们

拥有肯付出，肯吃苦，不贪图享受与肯奉献的思想特点。

多媒体传播中，我可以用公众号推送文章为媒介，

进行相关的爱情观的塑造，在湖南医药学院中，我们发

现有许多相关的自媒体，可以负担这一工作。

其次，在高等院校就读期间，有许多异性男女会形

成亲密关系，但是往往在亲密关系受到影响时，许多的

同学会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并且严重影响到自身的身

心健康。我们认为基于这一类的同学，我们可以尝试进

行基于被动干涉，这类人群往往监视难度高，并且常常

无法违背医学伦理学进行干涉，我们应该定时邀请心理

专家，进行线下的情绪认知的相关知识的传播，引导学

生正确对情绪产生认知，正确认知心理危机的特点。并

且各团组织，学生组织必须以学生身心健康为特点服

务同学，积极帮助可能出现心理危机的同学。以湖南

医药学院为例，学生组织如学生会，应该建立对学生

产生心理危机的干预部门，这对维护学生身心健康有

重大利好。

2.对重大活动前后提高相关参加人员的情感监护

在高等院校内，我们常常发现，学校内的处室与部

门往往经常举行教学与文娱相关活动，以湖南医药学院

为例，2015-2020 年期间我们通过检索学校的微信公众平

台发现学校每个月都会举行教育与文娱的类似相关活动。

当高等院校举办各类活动时，我们应当建立以组织部门

为监护中心的心理监护工作小组。常常参加人员与组织

人员会在劳动强度过高时出现情感的波动，故应当在这

一环节对学生的心理应激状态进行发现并在开始初期进

行疏导。

3.加强人文教育的重视工作

我们通过湖南医药学院的官方网站，对湖南医药学

院设立的院系与专业进行了检索，我们发现在湖南医药

学院中设立了医学人文学院，说明医学人文在该学校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减速了临床医学专业的学

生课表，发现大部分有关人文教育的课程都设立在了线

上，并且普遍在大二结束后便不再设立。

我们认为，学生的人文教育，井应该是政治鉴定，

信仰鉴定前提下，对学生进行持续的心理呵护的工作。

我们进行了计划：基于学校学生组织的功能设计，如学

生会，应当邀请相关教师定时举办讲座，弥补当前学生

工作的空白，学生会是联系学校教师与学生的纽带，可

以履行相关的职责。其次，学生会基于学生心理危机干

预，应该自发进行相关的传播学文案书写工作，优点如

下：学生之间的交流，往往比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加直接

与具体，传播学产品的设计也更加符合当代青年的心理

特点。我们检索学校相关通知与微信公众号平台，并未

发持续性基于心理健康的学生会组织功能，故可以进行

该功能，目的是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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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网状传播的心理应激问题处理构架

1：心理事件发生；2：学校院系辅助；3：校方辅

助；4：进行情感监护研讨；5：合作监护；6：完成学业

　A：家长监护　B：家长陪同

我们认为基于医学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的观点，我们

认为情感危机出现后，必须基于学生的学业完成为基点，

学校与家庭同时参与。这一方法也适合在全国高等院校

内进行传播，可以在学术研讨会与学术大会中进行传播。

5.结论

1.在高等院校的心理危机事件处理中，我们最终的是

预防与干预，是对危机事件的监控与识别，我们有必要在

高等院校的教育中，加强人文教育，加强思想健康建设，

基于党与国家的领导，保护学生，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2. 以湖南医药学院为例，加强学生会管理与心理危

机预防的功能建设是有重大利好的，学生会弥补这一功

能的不足，可以具备更好地服务与同学。并且应该积极

联系大学内相关教师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汇报。

3. 及时报告，尽全力阻止，保证安全，充分表达理

解与关怀，积极倾听，用多种提问了解情况，澄清问题。

重点讨论他所面临的创伤性事件。判断此事件的客观现

实与其主观反应是否对等。运用发散性思维协助寻找解

决问题的办法，学校与家长双方的共同努力，并且介入

部分必要的医学治疗，是保护学生的主要方法与主要模

式，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讨。

4. 但是，我们对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认识，并不那

么样的精确与全面，我们要有某一种智慧来运用这些理

论，来帮助这些同学。我往往会点出在各个层面上点出

这一种对教育的认识，也要根于我们对教育的关怀性上

的认识，应加强学科联系，帮助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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