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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干预的目标和路径
胡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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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极心理学从人类性情的积极层面来探寻心理性建设意义，重视人类情绪的积极体验。如今大学生或多或少会存有消极情绪，

这门学科恰恰可以从反向的层面提高大学生的积极乐观程度，提高幸福指数。本文主要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分析对创伤后应激性障碍干预的目

标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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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今积极心理学在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的地位显著。

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这一个问题，有关于其研究也随之展开。有学

者认为，对校内大学生心理方面的危机采取一些行动进行预防与干

预，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校内学生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中心内容。需

要最大程度利用积极心理学这个工具对学生的创伤性障碍进行干

预。因而需不断地扩充其内容，进一步的对我们心理性方面的危机

预防做出规范，优化整个干预的路径流程，最终达到提高大学生心

理素质的目的，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积极心理学关注

人们积极向上的情绪，重视发掘大学生内在蕴含的能力，通过多种

层面与角度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以及个人品质。帮助大学生在生

活中保证良好乐观的生活态度方式，提高学生的幸福指数。

1 创伤后应激障碍

根据我国颁布的标准与文件而言，创伤后应激障碍，又称作为

PTSD。主要指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出现的比较突然，具有

一定威胁性，或者很不幸的事情，往往这些事情会直接致使人类个

体出现精神性、心理性障碍。其出现的主要特征是，当人们在受到

一个很严重的创伤后，会在自己的脑海中多次反复无常地再现那个

事件，往往不愿意接受他，从而做出的一系列回避举动，从而造成

情感性麻痹的弊端，又或者是常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比如因为在

一些突发性事件，例如突发自然灾害等存活下来的人，或亲眼看到

恐怖事件的人，亲身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他们在面对这些事件

以及接触到有关的场景时，往往会表现得非常敏感与警觉。

2 大学生创伤性事件来源及影响

就现今大学生群体而言，他们还未曾全身步入社会，常处于校

园之中，活动范围有限，自然突发事件对大学生造成创伤的可能性

并不大，所以他们受到创伤的主要来源还是周围人群。对于他们而

言，学校和家庭是他们的主要生活环境，进一步推断，他们的创伤

性事件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校园内能够对大学生带来心理

创伤的事件细想一下并不在少数，倘若大学生在面对这些事件情况

做出的反应与处理方式不恰当，会很容易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还有一些问题，从表面看来或许不会对学生产生直接性的创伤，

造成心理阴影，但日积月累，一点一点积攒到一起也是不可衡量的

压力。倘若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因素不能得到排解，往往会酿成严

重后果。据有关调查资料研究显示，大学生现今的心理情况普遍存

在问题，一些心理状况差的学生甚至会做出寻求短见的举动。大学

生另一个主要常驻环境，即家庭，虽说家是最温馨的港湾，但并不

是每一个家庭内部都是和谐的。父母因为性格等原因离异，亲人因

为意外去世，对于大学生来说，都是直接性创伤，这也是产生创伤

后应激障碍的一种来源。

3 积极心理学及其干预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现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心

理学领域中，它是非常新颖而又独特的种类，模式非常特别，以我

们人类的积极层面作为研究基础。这种类型的心理学鼓励我们在面

对生活与困难时，要勇敢、乐观，不要被消极的情绪所主导。与此

同时，积极心理学还引导我们每个人充分发扬自己的美德，这种模

式非常适应现今时代发展的主流。如若充分地挖掘与使用，将会促

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对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干预的重要

性很大，它可以给大学生提供比较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帮助他们

将自己出现问题的地方进行纠正，帮助树立一些小目标，达到促进

大学生幸福指数的目的。积极心理学非常注重大学生情绪，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大学生本身对于生活状态质量的一种态度。提高大

学生管理与导向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大学生乐观的人格特征，保证

大学生整体情绪状态的稳定。

4 现今干预的状态及问题

虽然各大高校都很重视对大学生的创伤性应激障碍进行干预，

并形成了有关于这项工作的系统性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工

作的开展是具有一定的成效的。但是积极心理学还没普及到整个社

会，比较新颖，在应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如下：

首先，各大高校在现今开展的干预工作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问

题即对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认知不够全面。大学生正式开始大学生

活之前，主要在高中生活，他们也完全适应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大

学里则不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生活、学习和环境等因素

发生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需要大学生自己去面对的人生问题变

多，经受的挫折不在少数。

其次，现今的心理干预的工作重心还集中在大学生个体心理健

康出现的具体问题上面，一味地关注大学生负面心理，缺乏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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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积极乐观的情绪引导。过度关注学生的消极情绪，没有关注学生

生活学习中取得的成就进步等积极层面，这种干预并不能帮助大学

生，也无法满足学生情感需要。

最后，有些干预方式过于片面化，主要采取一些强硬方式激励

引领学生的行为与价值观走向，按照老路子将学生培养成才，显然

已经不适应现今时代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

成长与进步，主要依靠的还是大学生自己。只有个人想要变好，在

力量的促使下才可以激发潜能，获取更加持久的动力，如此良性循

环，最终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现今存在的干预方式往往忽视了这一

因素，不利于发展。

5 干预的目标及路径

现今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对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主要

目标即了解大学生受到创伤的起源，对症下药，从积极乐观的角度，

排解学生本身存在的消极情绪，进行正确引导，形成一种积极情绪

体验，塑造大学生的积极人格品质，构建健康的心理系统。

除此之外尽可能的帮助大学生全面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积

极心理学并不仅仅是起到一个熏陶的作用，也需要让大学生本身充

分的判定自己的性格特征与归因风格等等。倘若得知自己现今的状

态是不利于个人发展的。那么就要采取行动，使用一些方法等协助

去改变现状。大学生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的智力水平

相对来说比较突出，这是他们的优势，需要充分地将他发挥出来，

比如说可以在干预过程中更多地去培养大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习

惯，帮助他们去树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坚毅又乐观的人格。尽可能

的避免大学生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事情发生，

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提升积极心理情绪，使大学生全身充满着正

能量，这才是积极心理学对其进行干预的最终目标。

最后，帮助大学生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性系统机制。据调查研究

显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越好，在生活中受到的支持力度也就越大。

大学生也是如此，人脉网络越稳定，当大学生个人出现一些困难时，

能够收获的来自他人的支持就越强力，这种因素十分利于大学生发

展。因此，对大学生的干预应该鼓励他们多与人交流，多参加活动

等维持人脉关系。尽可能地将大学生的人格品质塑造地更加积极，

可以设立一些校内的活动，帮助大学生利用这种方式去生活学习，

更加勇敢地面对挫折，面对自己的人生。

6 结论

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大学生来说，对其进行心理层面的干预

与引导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可以将积极心理学作为基础，帮助大

学生培养良好乐观的情绪，培养他们遭受创伤后做出正确的行为，

有效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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