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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简介

小凤是大二学生，周末外出找高中同学聚会忘记服用药物，

在回宿舍后，突然觉得情绪低落，很难受，想跳楼自杀，所

幸 Q Q 与辅导员联系，及时被制止。

2  事件处理过程

某周日晚上，辅导员突然收到小凤发来的QQ 消息，称自己

很难受，要跳楼自杀。辅导员马上与小凤视频通话，询问其当

前的位置和情绪状况，并承诺自己马上就到。事件发生后，辅

导员立刻赶往学校并第一时间与24 小时值班老师联系，值班老

师5 分钟之内赶到了学生宿舍，在路上向学院领导报告相关情

况，书记也立刻赶往学校，同时联系其宿舍室友，确认其是否

在寝室，并告知其不要惊动学生，把一切危险物品拿开，不能

到阳台，紧密关注其动态，排除一且安全隐患，紧急情况可大

家一起控制学生。到达宿舍后，为了避免二次伤害，辅导员劝

退所有的同学，并且告知宿舍同学封锁消息不能外传，并与学

院书记一起，与该生沟通了2 小时，情绪稍微平复一下。当天

晚上寝室同学和老师轮流值守，监控该生的行踪；与其家长联

系，要求家长立刻到校，履行监护责任，带学生到医院就医；

联系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提供相应帮助；形成报告，向上级部

门汇报。第二天父母带起前往医院就诊，并办理休学手续，随后

住院治疗。

该生大一入校时，积极申请班委干部，但是由于与其他同

学沟通有冲突，自愿退出班委申请，辅导员在与其沟通的时候发

现，学生情绪不稳定，但是愿意与辅导员倾诉。学生是多子女家

庭，由于弟弟的出生，把本来掌上明珠的位置夺取，总认为自己

的父母偏心弟弟，对父母有很多埋怨；妈妈性格比较急躁，对她

很少关心，经常是打骂批评，跟妈妈关系十分紧张，妈妈对于她

的情绪波动没有重视，认为是矫情；同时有留守经历和校园欺凌

的经历，对待外部环境很敏感，人际关系没有信心，遇到问题多

事逃避；多次自残经历，手臂有很多刀痕，也有自杀倾向。及时

与家长沟通，去医院就医，诊断为焦虑和抑郁症，医生要求按时

服药，定期复查，辅导员一直以来对小成进行了跟踪管理，并定

时进行心理安抚。

3  案例分析

小凤产生自杀行为是一个典型的校园危机事件，分析其发生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本来就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由于没有按时服药，情

绪状态不佳。对于心理问题的学生，应该做好日常的关怀和

第二，特殊的成长环境，跟妈妈关系紧张，家长对学生的心

理问题不够重视，导致小凤总觉得妈妈对自己不好的错觉，加上

在班级人际关系不好，无法找到感情归属，进而做出极端行为。家

人要多给予关心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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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际关系不良。由于性格比较强势，跟班级同学

关系并不亲近，我行我素不愿意服从集体安排，社交需求得不到

满足，情绪不良。辅导员及班级同学，多给予学生关心和接纳。

第四，充分调动班级同学的辅助作用。对于心理问题学生的

管理，一定是加强安全关注，除了老师随时的关心，更多的还是

班级同学之间的关注和帮助。

4  案例启示

4.1高度重视学生基本情况摸排

该生在大一入校时，参与的新生入学心理普查时，发现一

级心理问题；通过心理专业老师和辅导员的沟通了解，收集相

关信息，并且已做好记录，与家长及时对接，了解学生成长及

以往的表现等，做好心理健康台账。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建立情况反映体系，班级干部-宿舍室友-辅导员三级联动，从

学生的生活、学习、日常表现全方位了解他的最新状况，每个

月定时与学生面谈，了解近期的情绪状态，是否定期复查，及

时了解复查结果，并提醒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发现问题及时开

导，若严重请去心理健康中心做咨询，有必要请家长带领就医

4.2明确危机处理机制

危机处理第一时间确保学生安全，联系寝室的同学，注意避

开一切危险可能，立刻上报学院领导，联系在校24小时值班的人

员，联系保卫处，立刻前往学生所在地点，并立刻联系学生家长，

告知目前的情况。根据领导指示，落实工作。

4.3加强预防管理

对于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一定要到专业医院确诊，并遵

照医嘱进行治疗，并一定告知家长相关的一些心理危机事件的严

重后果，一切以学生的健康为重，只有健康的身心才能顺利完成

学业。大多数心理问题学生的成长都有一些家庭原因，如何地去

直面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都不是简

单能够解决的，务必是环境和心理支持联合作用才行的。

4.4完善日常心理健康教育

丰富班级主题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找到自身的

价值感，存在感。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校园活动中，学习心理健

康知识，了解获得心理辅导的有效途径。通过运动阅读交友表达

等方式，充实个人生活，找到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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