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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危机心理干预问题研究 
田婷婷   曹昳晨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财务会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大步迈入小康社会，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释放，大学生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

大的提高，加之国家和学校对贫困学生的政策扶持，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以前的生活需求变为了心理需求。由

于以前对心理方面的关注程度不够，发展相对缓慢，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在大学生日常管理中，学

生心理问题处理已占据重要位置。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在大学生日常管理中如何及时发现和干预危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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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需求理论提出人的需要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

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等级构成。现在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一直处于稳步发展当中，今年

已经实现所有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基本的物质需求和保障已经实

现。因此，在我国人的需要更多的转向了归属、爱以及尊重和自我

实现。在大学生当中体现尤为明显，当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物

质条件优越，从小就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宠爱，很少遭遇挫折，因此

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自身感受为主的自我主义倾向。大学生由

于自身阅历受限，在遇到了突发事件或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困难，往

往带入主观情绪，难以抽离或解决问题时，出现心理问题。 

大学生危机心理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和原生家庭密不可分。 

我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心理个案，追溯到发病原因或者产生负面

情绪的原因，都跟原生家庭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学校的经历导致

病发，其实只是诱因，深层次的根源是在原生家庭。有的是遗传，

有的是父母关系不和谐，有的是父母从小不管，有的是单亲，不论

是哪种情况，即学生幼年的家庭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定

的创伤或阴影，导致了日后遇到突发事件时，诱发之前的创伤或阴

影。而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就是在学生和家长的相处当中产生，在

疫情期间尤为凸显，长时间的相处容易激化矛盾，家庭矛盾集中在

学生个人将来发展，父母矛盾，家务分配，学习，经济等各种原因，

导致亲子关系恶化，学生情绪难以自控。 

2、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无法承受压力或挫折。 

由于这一代学生从小到大大多处于一个无忧无虑的状态，极少

受到挫折，被家长保护得很好。所以当遇到突发事件时，自我解决

事情的能力有限，容易只关注到自身的情绪和感受，易出现严重的

应激反应。在大学生中，大部分心理问题都是由突发事件诱导引发

的。反映出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相应的抗压抗挫能力较差。 

3、周围环境的影响。 

据研究表明不良情绪会在一个群体或范围内扩散“传染”，引

起周围人的负面情绪，而大学正是一个有利于不良情绪传染的场

所。在大学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已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三观，环境

范围的扩大使得这个阶段接触的人和事变得繁多，人际关系问题成

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大环境下，大学生正处于青

年期在情感上较为敏感，情绪上易冲动 

作为学校如何干预危机心理，我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1、创造和谐、友善、积极向上的学校环境。 

良好的校风校貌为学校综合性的心理教育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教育环境。学校可以通过开展艺术文化活动，提高学生自身文化素

质、道德水平，达到陶冶情操的作用，美化生活、融洽师生关系的

目的，改善学校的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 

2、各专业建立自己的心理危机预防网络，利用好班委资源。 

通过建立良好的班风，要将心理委员、寝室长充分利用起来，

参与到整个预警网络和工作机制中来，要求学会和掌握大学生心理

危机的各种知识和常识。对班级的同学进行心理疏导，定期开展心

理活动宣传和演讲。开展心理测试，让每位同学对自身心理情况充

分了解，能在关键时刻建立自身心理危机暗示。以班委为单位收集

全班级的心理情况信息构建心理危机预防网络。让身边的人能对大

学生心理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和重视程度，在对待有心理问题的同学

产生的痛苦和危害程度抱有共情的能力和宽容理解。 

3、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心理保健意识和技能。 

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教育首先要提高教师和学生干部在心理

健康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讲座、测试、面谈等方法，掌握有关

学生心理状况，按照科学的规律和方法开展，处理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注重学校心理课程的建设，从根本上提高学生自身心理

保健意识；注重实践，运用心理健康知识，开展学生参与的心理健

康活动，切身感受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且提高处理自身心理问题的

技能。 

4、针对特殊群体给与专业帮助和社会支持。 

每个专业或班级都应该建立“特殊关注学生档案”，这些学生

主要集中于有学业困难的学生，有经济困难的学生，有情感困难的

学生，以及有抑郁等病症的学生。针对这些特殊关注学生定期谈话，

定期和家长进行沟通，密切关注其周边的关系网，提供综合支持。

定期由固定的心理教师为他们进行免费的心理咨询。有需要的同学

还应定期到医院进行相关治疗，以保证在校期间的心理健康。 

总之，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不是某一方面单方面的问题，是

学校，家庭和社会稳定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在遇到一些突发

事件时，大学生的心智尚不足以应对时，各方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就显得非常重要。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大学生危机心理干

预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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