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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干预系统动态化管理的内涵
与功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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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历来是高校学生工作重中之重的环节，梳理当前高校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的现状，发现存

在心理档案不系统、危机预警不及时、沟通网络不顺畅等典型问题。鉴于此，本文探讨尝试通过实施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动态化管理，明

确内外在因素、打通信息滞后以及沟通不畅的壁垒，有效解决危机预防干预中的现存问题，切实提升工作实效，以期进一步丰富发展大

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关键词：大学生；危机干预；动态化管理

2018 年 7 月，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心理健康与咨询服务规范发展，更好地满足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

需求。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

是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将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段高校学生工作

的重难点。

一、心理危机及干预研究概述

心理危机干预研究始于美国心理学家林德曼（Lindeman），

早在 1944 年最先提出了基本心理危机干预理论，随后美国心理学

者卡普兰（G.Caplan，1954）提出了心理危机的系统研究并专攻心

理危机干预理论。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不少国内学者开始将心理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本土化研究。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在心理危机干预领域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成因及表现、心理危机评估

与预警、自杀的预防与干预策略等方面。

二、高校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的现状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

各项举措从无到有，落地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最关键的一环，

即大学生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始终处于积极探索阶段。经过几

十年的工作实践与探索，大部分高校建立起了“四级”心理健康

教育网络，即“校 - 院 - 班 - 舍”四个层级。其中，学校层面主

要由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统筹全校此项工作，学院层面由各学院

心理辅导员开展心理疏导与能力范畴内的危机干预工作，班级和

宿舍层面分别是由班级心理委员及宿舍心晴联络员层层上报相关

人员的异常行为及相关症状。也有少部分高校，建立了“校 -院 -

班 -舍 -人”的五级工作机制。

虽然各学院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不断优

化心理危机预防干预机制，不少危机个案得到及时上报和有效干

预，但校园危机事件仍然屡见不鲜。经对江苏省 6 所高校近三年

的危机个案调查访谈发现，即使在完备的预防干预体系下，仍然

发生了共 23 起严重心理危机事件。在对危机事件追根溯源中，暴

露出高校在危机干预体制机制的实践性、操作性及针对性方面存

在一定的漏洞，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三、高校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问题回溯

经过前期的调研访谈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检索查阅，发现高校

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存在不少漏洞，特别是最关键的危

机预警与干预工作尚有薄弱之处，对这些共性的问题梳理如下：

心理档案不系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础始于心理

档案建设。目前，各高校主要通过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普测的方式

建立学生心理档案。普测使用的量表主要有 UPI、EPQ、MMPI 等

人格量表以及 SCL-90 等自评量表。测评过程中，受测者对于自陈

式量表未必按照测试指导语的要求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

这就必然导致测试可信度不高的问题。此外，新生心理健康测试

一般是针对学生近一个月以来的状况进行作答，对于大学其他阶

段则基本失去信效度。因此，该测试得到的数据对于学生某个阶

段出现的心理问题难以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那么对于危机工作

无疑很难起到预测的作用。

危机预警不及时。做好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的核心

环节是危机预警，这将关系到危机应对处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局面。

高校对于学生心理危机如果能做到及时、准确预警，将大大降低

危机事件的发生率。经前期调研发现，目前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

相对滞后于危机的发生，甚至有的高校停留在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危机事件就已是万幸的阶段。对于那些平日里认知、情绪、行为

都无异常的学生，突然毫无征兆地爆发严重心理问题甚至是精神

障碍类疾病，引发严重安全隐患，令高校学生工作者和心理健康

工作人员措手不及。此类危机之所以存在，进一步证明了平时的

危机预警工作不扎实、不到位，没有准确地捕捉问题的关键点，

也未能有效地评估潜在的风险和隐患。

第三，沟通网络不顺畅。危机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

校多个部门、多支队伍协同配合完成。当前各高校主要依赖“校 -

院 - 班 - 舍”四级网络机制，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为例，中心干预的个案均来源于各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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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上报的案例或主动来中心的求助者，主要依靠对来访同学的

关注来预测和发现危机，必然容易失去对基层网络的及时反馈。

而各学院心理辅导员因其工作忙碌的原因，不可能每天就每个重

点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及时反馈，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将自己

观察到最为显著的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危机上报中心。四级

网络中的心晴员和班级心理委员之间类似的沟通网络不顺畅的问

题同样存在。如此一来，心理危机的漏洞层出不穷，干预效果也

必将大打折扣。

四、心理危机预防干预系统动态化管理的内涵与功能

危机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如果没有及时发现，

得不到有效干预，最终爆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一个有效的预防

干预工作体系和动态化管理模式，将有利于危机的预防、发现及

干预，帮助大学生顺利渡过危机，将有利于社会、学校和家庭的

和谐稳定。

（一）评估并搜集“危机易感性”因素

“危机易感性”因素是大学生心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来自于不同个体之间“危机易感性”的差异，以上两

者通过社会、学校、家庭的种种现实因素得以发展。“危机易感性”

因素具体涉及到大学生的创伤事件、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系统、

核心认知观念、依恋关系等。家庭关系涉及到亲子关系、父母婚

姻状况、家庭结构等；社会支持系统是指来源于家人、亲友、师

长及同伴的支持水平；核心认知观念涉及到个体对世界、对社会、

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依恋关系更多关系到个体的抚养及生活经

历。

以上“危机易感性”因素单独或共同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能够一定程度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因此，作为学院心理

辅导员或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需要全面评估并搜集以上“危机易感

性”因素，对此类因素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并在学生心理档案中

加以更新和共享。

（二）掌握并明确“心理应激源”

心理危机的产生很大程度是来源于生理、心理及社会性应激

源，这些应激源属于危机产生的外部因素，不同程度、不同侧重

地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发展与变化，甚至会大量消耗大学生群体的

心理资源，催化着心理危机的发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应激源”

具体包括情绪状态、适应水平、学业压力、人际关系、恋爱情感、

躯体疾病、就业问题、家庭变故等。其中，情绪状态主要包括焦

虑、抑郁、愤怒、悲伤、痛苦、嫉妒等负面情绪；适应水平表现

在大学新生入学、升学或进入新状态时的心理适应能力；学业压

力主要出现在考试失利、毕业困难、论文未通过、受到校纪校规

处罚等阶段；人际关系包括与父母、老师、同学、朋友等人的关

系是否和谐友好；恋爱情感主要包括失恋、单恋、三角恋、婚姻

等；身体疾病主要指当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就业问题涉及未就业、

面试失败、就业歧视等；家庭变故包括亲人离世、父母离异、突

发的车祸或自然灾害致死或致伤等。

据笔者多年的工作实践而言，大学生心理应激源的数量及持

续时间的长短会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虽说大部分同学的成

长经历、健康状况等危机易感性因素都大体相同，但大学生对危

机的心理应激源因人而异，很多人尽管成长经历、健康状况等“危

机易感性”因素大体相同，但因个人心理应激水平的高低对危机

事件的处置能力大不相同。因此，掌握并明确大学生“心理应激源”

这一心理变化因素，可为心理危机的预警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三）系统信息的实时更新与共享

心理危机的发生往往是处于压力情境中的个体，因缺乏有效

应对的资源和能力导致危机事件的爆发，即易感性因素和应激性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除了及时

搜集大学生“危机易感性”因素和常见的“心理应激源”外，更

重要的是将相关信息及时录入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并实现

及时共享与反馈。“危机易感性”因素主要涉及个人既往的成长

和生活经历，一般而言短时间内变化不大，但也要提防原生家庭

这一关键因素，一旦有变化就会给个体带来不可预测的危机。反之，

“心理应激源”因素变化频繁，会随着个体每一阶段的状态而有

所变动，因此需格外留心这类因素并在系统中及时更新与共享，

并能够将信息及时反馈至学生所在学院的辅导员和班主任，为危

机预警和干预工作留有时间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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