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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唐 莉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中国高校大学生在遇到各种应激的性生活事件时，很容易出现心态失调状况和心理疾病，严重者将发生自戕、

轻生等心理危险事故。本书主要研究与剖析了目前中国校园心理危机所面临的问题，并从高校层面、专兼职教师心理

指导、学习者自身层面和建立第三方心理支持机构等四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措施与思考方法，以推动中国高校大学生

心理教育和危机干预工作的进一步研究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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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ollege students encounter various stressful life events, it is easy to lead to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and mental

diseases, and in serious cases, there will be psychological crisis events such as suicide and suicid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ampus psychological crisis. It also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thoughts from four

aspects: school level, full-time and part-tim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tudents' own leve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ird-party

psychological support system,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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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危机的概念

1964 年，美籍心理医生Caplan首先给出了心理危机

（psychological crisis）的概念：所谓心理危机，是指个人

在遭遇困难时，由于自身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通过通

常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而对当前的困难无法处理，或超越

了个人能力范畴所形成的暂时性心理健康问题。个体在遭

遇对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或者境遇时，无法用常规的方法

进行有效的应对，进而引起功能失调的不利或危险状态。

比如认知，情感，行为和躯体反应等。心理危机一般具备

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由突发事件或巨大的生存逆境所诱

发、无法避免或无能为力处理、对当事人的心灵产生了巨

大打击。而重度的心理危机则或许会引发创伤后应激功能

障碍（PTSD）等障碍。按照心理医生布拉默（grammer）

的看法，他认为心理危机应该分为三个主要类型：第一种

是情境性危机（situation crisis），例如亲人去世、道路交

通发生意外等对心灵有巨大撞击的应激性时间；第二种是

发展性危机（development crisis），例如中考失利、休学

等在个人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无法处理的心灵挫折；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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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存在性危险（existential crisis），如择业困难等伴着

因重要的人生问题而出现的心灵矛盾与不安。

学校的心理危机是指学生个体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紧

急事件时，在校园生活区域内无法运用学校的现有资源做

出有效应对，并由此造成学校学生出现的心态与行动失调

现象。在校园中经常出现的危险事例主要有：①因创伤性

事件突然伤亡或重大损失，比如自然灾害、暴力事件等；

②突然发生或意外的死亡事故，例如意外溺水；③自杀的

自伤事故，例如跳楼、割腕、服毒、自刎等；④学生的心

理危机例如学习危机、青春期危机、性侵事件等。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利用社会心理学、咨询社会心理

学、人格心理学、人类健康发展社会心理学、健康教育等

方面的基础理论与常用技能，对陷入心理健康危机中的个

人实施有计划、有目的地全方位指导。学校心理危机干预

的目的是及时对经历个人危机，陷入困难或遭受挫败并将

发生危机的学校进行支持与援助，使其回归心理健康平

衡。

2 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高校心理危机事件频频发生。经调查研究，

很多同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症、抑郁症、社交恐怖症

等心理障碍。其中，抑郁症是高校大学生发生率最高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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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疾病。少部分同学会有各种程度的个性障碍，包括偏执

型人格障碍、强迫型障碍、边缘型障碍等。大学毕业生心

理成长特征，主要包括自我意识显著化、个人价值观念多

样化、人际交往互动网络化、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等特点

多样化等。总体来看，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主要存在以下几

点问题：

2.1专业能力不足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一门专业性相当强的社会工作。

人员需要具有稳定性、大量的事件处理经历，以及人生阅

历与专业胜任能力都需要突出等条件。许多院校正逐渐加

强对工作人员和心理老师进行危机干预工作的相关训练，

但在心理危机事情实际出现时，不少人仍然觉得措手不

及，并期待着可以获得具备更丰富经历的专业人士的支

持。心理危机干预不同于普通的救助，因为参与心理危机

干预的工作人员都需要进行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方

面的专业训练，同时不同于传统干预方法，要求与计算机、

心理学、医疗、健康管理等方面专门人才的密切合作，需

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人员必须拥有更多跨学科的专业知

识和丰富的团队经验。

2.2专业化程度不高

历经三十余年发展，中国高校心理健康教学做出重要

进步，心理教学系统开始建立相对完善的管理机构和相对

清晰的成长方向，心理教学朝着更为合理、全面的方向前

进。但是，由于社会动态发展，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

阶层分化，心理健康教育在不断加强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

德育功能与现实脱节、德育方式相对单调、教育效果不明

显等一系列问题。如学校没有建立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

观，学校没有专门的心理教学团队、学校心理教学运作体

制亟待健全等。

2.3工作体系不健全

心理危机的产生是应激源和个体易感性共同作用的

结果。遇到危险事故后，当事人在生理、情感、意识和行

动等方面都会产生各种程度障碍，包括由性格问题、自我

意识偏激所引起的心理危机，以及由恋爱情感挫折难以自

拔所引起的心灵危机，人际交往矛盾冲突引发的心理危机

等。严重者在危机三个月内发生了PTSD（创伤应激障碍），

根据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条的明确规定，一般

心理健康咨询机构都不能接受心理护理和对心理障碍处

理，而必须转介精神心理疗法，但这已超过了大学心理咨

询中心的服务范围。所以学校心理危机干预项目中，不但

需要校方和家庭的帮助，而且还必须获得第三方系统的帮

助。

3 高校校园心理危机干预的对策思考

3.1学校层面

首先，高等学校应当引导学生全员参加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以增强学生心理健康危机干预意识（包括学校教育

辅导员、学生班主任老师、心理健康老师、心理健康指导

师、任课老师等），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高校中普及化、

全面化。

第二，加强专职心理辅导教师专业化的培养，集中对

老师进行培训，了解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知识与技能。鼓励

专职心理辅导员走出去学习，与其他高校老师进行深层次

地广泛交流，学习相关的危机干预知识。

第三，高校相关规章制度及学生危机问题处理，需要

综合考虑，尤其要有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预防危机措

施，危机干预预案。学校要对每一年的新生或者每一年的

老生进行心理危机排查，并做好相关记录，建立好心理档

案。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心理有障碍的同学进行跟踪观

察，有必要的话进行转接。同时，高校还必须加强与高校

健康中心和大学综合医院的心理健康门诊相互联系，对部

分身患严重精神病症的学生早出现，早医治，早确诊。

最后，高校必须面对全省高校大学生进行健康教学工

作。可面对大一学生开办的《中国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必修课，并面对全校学生开办《积极社会心理学》、《个体

心理辅导》等相关选修课。也可进行集体心灵教育辅导活

动课，设立与大学生共同的危机心理问题主题，例如，大

学生人际关系、大学还是能毕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等，

经过对上述集体心灵教育课题的教学，将能够帮助更多的

大学生对心灵的基本知识有更初步的认识和把握，从而促

进大学生认识自己和完善自身。学院还可以举办丰富多彩

的学校公益活动，通过深入宣传科普心灵教育常识，如每

年的五二五谐音“我爱我”全国身心健康日活动、心理剧、

心理动漫、心灵知识讲座等积极的学校公益活动，以增强

广大人士的身心健康意识和管理水平，帮助广大在校生了

解到健康心理教育对长大成才的重要性，以及心灵问题的

正确防治方式和合理解决办法，从而帮助大学生的心灵健

康成长。

3.2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层面

术业有专攻，作为一项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高校的

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应该加强心理危机干预基础知识

学习。在我国，上海高校辅导员必须通过心理危机干预的

相关心理辅导知识考核才可以上岗。在新生入学后的二周

内，校方应组织在校学生用相应的心理学量表对他们进行

心理的检查，对他们的心理状况是否出现重大的事故和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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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念加以认识和排除。对学生在初筛中阳性的症状或分

数差较多的情况，一般建议在一周内进行重测，必要时也

可通过同质性检测加以排除，以便于准确评估。高校如果

能为兼职心理指导教师创造更多在专业学校或是在大专

院校培训的平台，会极大有利于高校心理培训事业的广泛

开展。目前，不少院校已经构建起了校园、院系和班级的

三级心理风险防控系统，但是，据调查了解，每个学院确

实还缺乏一名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很多学工书记表示，在

学生遇到突发事件而导致的心理问题时，由于他们缺乏心

理学专业的背景知识，不能很好地对学生进行心理活动的

辅导，他们也曾迫切提出希望学校能够招收一些具备心理

学背景的辅导员老师以及学工工作人员。他们就能够更好

地开展工作，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评估或者判断。

3.3学生自身层面

影响人身体发展的主要因素大致有：遗传、环境、教

育以及自身因素。所以学校在教育的同时也要强化对大学

生自我心理素质的训练，例如，正面的态度和积极乐观方

向的心灵品格，从而培养了自身较好的人际交往，并得到

相应的社会帮助。良好的自我认识能够促进心理健康的发

展。大学生在面临挫折的时候也要学会适当的积极的归因

训练，把成绩与挫折都归咎于自己内在不安定的、可掌控

的原因，如努力等，而不是把挫折归咎于内在的、不控制

的、固定的原因，比如能力。培养合理的归因模式可以增

强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效能感，从而激励学生的学习动

机，即便遇到挫折，也能越挫越勇，勇往直前，而不会产

生习得性无助感。高等院校青年大学生本身即为成年人，

更是自己工作、自己进行业务、自己进行教导和自己督促

的主要个体，因此在校青年大学生本身也应该注意培育自

己的个性品格，形成积极的社会性格，形成优秀的心理资

本包括希望、快乐、坚韧、自我效能等。主动发展自己的

人际与心态资本，大致分为包容、尊重礼貌、谦逊沉稳、

感恩奉献等四大层面。对学习与生活中的各种压力，都可

以虚心面对，并始终保持在平静、从容的心理状态。大学

生需要认识自己的个性特征，塑造自身良好的心理品质。

坚持自身培养与提高。心理专家指出，长期的紧张状态可

以导致心灵出现沉重感、压迫感、失落情绪、压抑感等不

安全感，进而可以导致血压和血糖上升，引起一系列病症，

而且长期的心理压力还可以使人的自主神经机能障碍，削

弱人的免疫抗病功能。所以，我们应该懂得怎样在紧绷的

学业之余释放自我，这对于自己的心理健康十分关键。

3.4构建第三方心理支持系统

未来我国要建设成一个人民健康快乐的国家，而心理

健康才是健康的关键部分。构建以教师为主、企业为辅的

心理辅导机构，度具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予以帮助。另外，

需有效借助网络、社交凭条，和学生有效交流，为其解答

疑难杂症，引导他们释放不良情绪与心理压力。建立了高

校的心理危机干预第三方系统，主要是由心理咨询专家组

织、精神科医疗机构媒体、司法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联

合构建的心理健康危机干预协同保障系统。因此，江苏省

常州市有效地把学校资源与心理咨询专家团队、精神科医

院空机构等有机整合起来，为学校提供 24小时咨询热线

服务，并为高校心理教师提供见习精神分析诊断的机会。

第三方组织能够帮助他们的转介以及事后的工作，能够和

校方合作共同推动学校心理健康的成长。

4 结语

人生就是上帝所给予的最好的事物，无法看见，也无

法捉摸，但要用心感受。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需要全社会、

学校以及家庭的共同努力。通过家庭教育来减少大学生中

心理健康事件的发生率，是预防性危机干预的重要措施。

在高等教育中，对危机的防范教育应当涉及生存教育、自

我认识、人性完善、心理压力和挫折的控制、安全关系建

设、爱和性、情感教育和文化教育等诸多专题的教学。另

外，为了做好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为大学生提供更完善的

心理健康与外部环境，其在防范方面也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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