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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大学生产生心理危机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毛茜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随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我们对于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仅要关注温饱，更需要关注心理健康。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的心理压力也在不断增加。WHO 估计，全球有 3.5 亿人患抑郁症，中国抑郁人数 9500 万，有

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所以高校要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对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时候的处理。 

关键词：抑郁障碍；心理危机；应对措施 

 

1.抑郁障碍者的表现 

1.1 抑郁障碍的病因 

抑郁障碍有自己的的病因学和发病机制，包括神经生物学因

素，比如亲人曾经换抑郁障碍，有遗传因素；脑神经激素紊乱，神

经生化因素等等；也有心理因素，抗挫能力太差；更有社会因素，

比如有半年以内的重大生活事件者，患病的危险率高于正常人的 6

倍，自杀的危险性高 7 倍。当然也有人格特点的因素，比如完美主

义者、思想消极负面者、性格孤僻者、不善于表达者、缺少享受生

活的能力者。 

1.2 抑郁障碍者的症状 

1.2.1 抑郁障碍者的典型症状 

抑郁障碍者拥有 3 个典型症状，首先是每天绝大部分时间或几

乎每天都存在抑郁情绪；其次是丧失日常活动中的兴趣或快乐；最

后是精力下降或易疲劳。这三条如满足两条就需要进行抑郁障碍的

评估。 

1.2.2 抑郁障碍者的附加症状 

抑郁障碍者常常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失去自信和自尊，拥有不

合理的罪恶感，喜欢把自己的错误无限放大，反复想死或自杀，集

中力和记忆力下降明显。另外，自身身体动作变得迟缓，睡眠紊乱，

甚至胃口发生改变。 

但是以上症状出现需持续 2 周以上，才能够成为识别抑郁障碍

者的标准。 

2.心理危机与抑郁障碍的关系 

心理危机和抑郁障碍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生活中，

难免会遇到不如意，但是不是每个心理危机都会变为真正的危机，

大部分学生有能力进行自我排解，化解心理问题，恢复正常的学习

和生活状态，但是有抑郁障碍的人，自我化解能力非常弱，遇到心

理危机时，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危机中，所以高校辅导员在进行学生

心理工作的时候，如果识别学生的心理危机，帮助学生解除危机，

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有抑郁障碍的同学，在遇到困难时，非常需要

社会的支持，需要有朋友的开导，父母的理解，老师的关怀，这些

社会支持对于学生的治疗、康复和防止复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高校辅导员在处理学生心理危机上存在的问题 

3.1 对大学生心理问题强调得不够多 

辅导员在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时候，大部分精力用在让学生好好

读书，让学生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对学生各方面的纪律表现进行

正负强化，往往会忽略学生是否存在心理问题。另外，对于心理健

康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宣传都不够多，让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

健康问题。 

3.2 缺乏专业的心理学知识 

现在高校主要从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是辅导员，但是高校辅

导员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不是所有辅导员都有心理学背景，没

有通过专业的学习。心理学知识的欠缺，让专职辅导员们很难识别

学生的心理危机，比如在关注到学生逃课现象，成绩下降现象时，

只能考虑到是学生的学习习惯不好，学生的纪律性不强，但是很难

去考虑到可能患上了抑郁障碍。 

3.3 没有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 

在高校辅导员的实际工作中，会发现有部分出现心理危机的学

生的家长不愿意正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反而觉得是孩子矫情，不愿

意带孩子就医，或者耻于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心理问题，不能正确看

待心理疾病，让学生的心理危机不断加剧。辅导员在做学生心理工

作的同时也要重视家长的思想工作，给家长普及心理学知识，让家

长理解并配合。 

4.提高大学生心理危机处理能力的应对措施 

4.1 加大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 

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

高学生对于心理问题的认识，进而提高自我的调控能力，增加自身

心理免疫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在学生对心理问题有了一定的

了解后，轻度抑郁障碍者在遇到心理危机的时候通常会及时求助，

让危机得到一定的缓解，有助于提高辅导员对抑郁障碍者的识别和

关注。 

4.2 加强辅导员心理知识的培训学习 

高校必须重视大学生心理骨干队伍的建设，加大对于辅导员队

伍的心理健康培训，让辅导员都具备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有助于早

期识别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并进行处理。防止学生自杀事件，及时

与问题学生的家长保持沟通和联系，还要进行系统的转介工作，把

问题学生交到专业的心理医生处进行筛查和治疗。 

4.3 高校辅导员需要重视与家长的配合 

父母是学生们最大的精神支柱，在学生出现心理危机的时候，

如果父母不能正确看待，不给予学生心理支持，反而讥讽孩子，对

于学生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所以辅导员不光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还需要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让家长重视心理危机，重视心理问题带

来的伤害，劝导家长带孩子去进行相关的筛查和治疗。 

5.结论 

学生心理危机对学生本人和周围的人都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同时也心理问题也伤害学生本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心理健康教育是

非常重要的教育，在高校，不光要进行教育，还要进行早期识别，

还要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把心理危机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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