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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及其干预策略探析

周晓梅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锦州 121000

摘要：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变化的阶段，但是一些学生明辨是非能力不高，无法灵活地应

对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诱惑和困扰，假如教师并没有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有效解决，那么很容易

让学生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心理，所以教师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

的重视程度，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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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教育中，要让大学生成为一个充满力量

和积极向上的青年，但是随着我国当前社会的不断

发展，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逐渐朝着多样化的方向而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

是不容乐观的，并且大学生心理健康已经成为社会

上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教师需要从实际中提出有

效的心理问题预警和干预机制，提出有效、科学的

教育和引导方案，从而为学生后续的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一、大学生心理危机概述

随着我国当前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在当前高

校教育中不仅要让学生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还要

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良好的教育和引导，从而帮

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对大学生心理危机

进行识别和干预之前，教师要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

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从为后续工作奠定坚实

基础。心理危机主要是指个体当面对一些非常突然

或者重大的生活事件时，由于在处理方式方面存在

着较大的偏差，所制定的处理方式无法解决当前所

面临的问题以及困境，在内心深处出现一种失衡的

状态。在当前大学生心理危机中，大学生心理危机

主要是由于学生群体心理能力不足，或者是面对困

难时产生退缩的情绪而产生的，会对学生今后的发

展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对于大学生比较常见的心

理危机来说，发展性危机和存在性危机是比较常见

的，教师需要从这两种心理危机入手提出有效的解

决措施。对于发展性危机来说，主要是指学生在学

校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在不同阶段遇到的重大问

题时，所产生的心理危机，这一心理特点通常具有

可预测性，比如学生在面对今后就业压力是存在着

焦虑的问题，这是学生发展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存在性危机是指学生在面对重大问题时在做选

择时内心的冲突以及焦虑，比如考研和就业选择，

都会给学生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的困扰［1］。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潜在性和突发性是较强，并且对

于一些非常严重的心理危机来说，危险性和无助性

也是比较明显的，在对大学生心理危机进行分析时，

如果教师并没有广泛的关注学生所产生的心理危机

的话，也没有在最短段时间内得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和干预措施，不仅会严重影响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还会给学生今后的就业和生活带来诸多的影响，严

重影响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二、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来源

对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来源来说，需要从客

观性和主观性的角度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对于客观性的因素来说，一些学生在进入到大学之

后，经常会感觉到无法适应周边环境，再加上人际

关系和学习的压力，很容易让学生感受到在日常生

活和学习中的失败，假如一些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

活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或

者是也没有对自身的心理发展状态进行调整的话，

那么很容易在情绪上出现过激的波动，长时间陷入

到忧虑和痛苦的情绪中。对于主观性的因素主要是

和学生的个体认知和人格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一

些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假如并不能有效和全面的分析

的话，也没有对自身的能力进行综合性的认识，很

容易导致个体丧失完整的价值感，假如如果学生在

以往学习的过程中具备了完善的生活阅历和经验的

话，那么在面对压力和困境时，可以有效地减少紧

张焦虑的情绪，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和应对措施，

渡过难关 [2]。对于学生的个体人格特征来说，研究

数据表明，内向性格的学生很容易陷入到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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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再加上一些学生在情感方面存在着不稳定

的问题，遇到事比较容易冲动，很容易在解决问题

时遇到失败，在内心中感受了失败感，逐渐丧失对

解决问题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假如学生的这一心理

问题和负面情绪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话，那么长此

以往学生就会形成较为严重的心理危机，对学生后

续的发展带来诸多的影响。

三、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

（一）发展性危机

发展性危机主要是指学生在成长和学习的过程

中，对于突发性的事件所产生的一些异常反应，这

是学生心理危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发展性

危机的解决都标志着学生逐渐成熟，但是学生假如

在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时，若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措

施的话，那么会使学生的心理问题在短时间内持续

性的朝着严重的方向而发展，很容易让学生产生一

些非常消极行为，比如人际关系的冲突和情绪方面

的波动。

（二）境遇性危机

境遇性危机主要是指一些突发情况，对于学生

的心理危机来说具有无法预料和难以控制的特征，

比如交通事故和突然的绝症等等，对于一些特殊的

地区来说，还很容易由于周边自然灾害给学生带来

较大的心理影响，这种危机具有随机性和突发性特

征，往往会给学生内心带来较大的心灵创伤 [3]。在

学生内心的情绪中，负面情绪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甚至是在一些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会给学生带

来无法承受的感觉，很容易导致学生产生一些过激

的行为，出现非常异常的心理和行为。

（三）存在性危机

对于存在性危机来说，主要是指学生在日常学

习和生活的过程中面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产

生的紧张和焦虑的问题，比如有关人生目标和人生

未来发展规划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心理危机，

不仅会严重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还会给

学生今后的发展带来诸多的影响。存在性心理危机，

假如成功解决的话，那么会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并且对于解决事情来说还会有着独

特的见解和看法，帮助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策略

（一）完善预警机制

由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和

不可预测性的特征，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

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相关负责教师要明确自身的

教育职责和教育范围，更多地关注学生在日常学习

和生活中的异常行为，并且加强和学生之间的沟通

以及交流，从而对学生心理问题及有效的指导和引

导 [4]。首先教师需要确定预警的对象和范围，采取

正确的心理测量工具，对学生进行定期的心理普查，

从而方便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当前思想动态和心理问

题。在完成普查之后，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和专业

的学生建立不同的心理档案，及时发现有心理危机

倾向的学生，确定主要的预警对象和预警的范围。

另外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还需要结合预警对象进

行学生信息的建立，明确自身的工作职责，更多地

关注学生在学校和生活中的表现。在确定预警对象

之后，教师要有意识地在按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为学

生营造和谐和恰当的氛围，当学生遇到一些心理危

机时教师要通过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实现学生心理

危机的正确引导和成功的转化，帮助学生解决在当

前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阻碍。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

有关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学校要利用广播或

者是报纸的方式向学生宣传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知

识，从而使学生能够了解解决心理问题的主要方法

和主要的原则，当面对心理问题时，凭借完善的心

理健康知识进行有效的解决。最后在进行危机预警

机制实施时，还需要对预警信息进行多方位的评估

以及评价，对学生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特点进行多方

位的分析，并且还要了解客观环境对于学生心理发

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当周边环境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的话，那么要结合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评价标准评判

这一危机的程度，并且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建立干预系统

在对大学生心理危机进行干预时，还需要建立

有效的危机干预系统，相关高校可以引进专业性的

工作人员，在学校范围内组建素质较高的心理医生

和心理管理专家，针对当前大学生在心理方面很容

易出现的问题进行课题的研究，在学校内开展心理

门诊，科学的解决学生在心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另外相关高校还需要开设 24 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

线，当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心

理危机的话，那么可以随时随地的和相关负责教师

进行广泛的沟通以及交流，向学生伸出援助之手，

从而增强学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依赖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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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学生来说心理危机的特殊性是比较强的，所

以为了帮助学生能够克服内心的不良情绪和心理问

题，心理医师要进行个别性的咨询和干预，对于有

特殊需要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解决，从行为指导和

职业辅导入手，矫正学生在心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从而使学生可以将内心的疑惑和焦虑和心理医生进

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帮助学生走出困境。

（三）完善支撑体系

为了使学生的心理危机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支撑体系。

对于有困难的学生要进行积极的帮助和支援，并且

还要给予这部分学生来自学习和生活上的关注，从

而使学生可以迅速的投入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加强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以及交

流，加强事件发生后的干预机制的重视程度，比如

一些学生在目睹了室友的自杀之后，经常会感觉到

非常的后悔和自责，所以教师需要针对这一问题让

学生正确的看待这一事件，让学生接受这个事情，

从而使学生可以形成正确的心理健康水平。

（四）开设心理课程

由于大学生心理危机逐渐朝着多样化和多元化

的方向而发展，所以在对大学生心理危机进行解决

和干预时，需要开设有关心理方面的课程，实现统

一性、针对性的引导。在课程教育中需要让学生了

解心理危机的特点和成因，并且还要让学生明确危

机发生的表现和主要的救助技巧，这样一来，假如

学生在后续学习的过程中出现心理危机的话，那么

也可以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正确的应对自身所发生的

心理问题，使学生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寻求专业心

理健康咨询师的帮助，防患于未然。

（五）实施科学的干预方法

为了使大学生的心理危机能够得到有效的解

决，在实际心理干预工作中需要掌握正确的科学的

干预方法，帮助学生有效地解决存在于心理的问题，

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效果以及质量。首

先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加强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

交流，帮助学生确定产生心理危机的主要原因和主

要的来源。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教师要最大程度

的保证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身心的安全，在整个过

程中强调的是和学生进行平等的沟通以及交流，从

而使学生可以将内心的想法和教师进行淋漓尽致的

沟通。当学生将内心的想法和教师沟通完成之后，

教师要结合自身以往的教学经验以及所掌握的心理

辅导知识，为学生讲解应对危机时的变通方式以及

主要的变通方法，让学生能够了解问题解决的方式

以及主要的途径，假如对于比较复杂的心理危机来

说，教师可以和学生共同的商讨出克服情绪失衡和

心理问题的措施，在看到来自教师的帮助和鼓舞之

后，学生会更加积极和有自信的解决自身在心理方

面所产生的问题，使学生能够良好的解决心理危机。

（六）建立事后干预机制

为了使学生的心理危机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

解决，除了要加强对学生实际的引导之外，相关负

责教师还需要建立事后干预的机制，从而保证学生

的健康成长。对于有过度心理危机的学生，要进行

持续性的帮助以及治疗，教师需要给予学生在学习

和生活上的关怀，让学生能够慢慢的从危机事件中

恢复过来，过正常的生活。教师在制定事后干预机

制时，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或者是一些心理测试来了

解学生当前的心理状态，如果严重的心理危机对学

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持续性影响的话，那么学生在后

续生活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由于一些事件的刺激，

再次进入到心理危机中，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

长，所以教师要持续性的对学生进行持续和重点的

帮助，比如多和学生进行谈话以及交流，延续以往

的干预方案，直到学生解决了自身的心理问题。

在当前时代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

社会上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相关高校在办学的过

程中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引导，明确大学生

心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主要的类型，制定有效的干

预措施，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事前和事后的控

制，在学校内组建高素质的心理教育团队，从而及

时地解决存在于学生内心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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