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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危机声音访谈干预策略
贺 华 林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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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是个别事件，但危及人们的生活和校园的和谐。高校应重视和开展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这

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结合大学生生活实际，根据自身需要，以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为切入点，形成危

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全方位、合理联系的危机预防教育模式，对大学生进行危机预防教育，提高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技能，减

少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促进健康增长与和谐发展，实现高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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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is an individual event, but it endangers people’s life and the harmony of

the camp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carry out psychological crisis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which

will help to better deal with possible crisis events.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taking

problem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ming a crisis prevention education model that is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y connected before the crisis, during the crisis, and after the crisis, to carry out crisis prevention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 the crisis awareness and crisis coping skill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events, promote

healthy growth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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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希望工程，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战略

工程，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的民心工程。”在《教育部卫

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中明确提出要“努力构建和

完善大学生心理问题高危人群预警机制……要特别注意防止

自杀或伤害他人事件发生，做到心理问题及早发现、及时预防、

有效干预”。积极开展预防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教育战略研究，

同时有助于高校形成预防和干预并重的心理健康工作方法，建

立预防心理危机的网络体系。

2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搭建“泛北部湾学生心理健康声音访谈室”过程中，查

询学生是否赞同在遇到心理症结时，是否求助于同伴关系、家

庭、学校、心理咨询室、医院精神科等外界援助，参与实验的

学生以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自身观察，走访调查，如图所示：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教育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逐步开展，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主要说明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教育没有分阶段进行。也就是

说，没有贯穿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的全过程。危机前、危

机中、危机后都存在不同的问题。

2.1危机前存在的问题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人数不足，工作量大，几乎没有

专门负责心理危机预防教育的人员，这也是制约心理危机预防

教育效果的因素之一。任课老师于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

状况看到了部分学生的消极表现，但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困扰，

学生的反常表现，例如课堂上与老师的冲突，极有可能就是学

生心理问题预警的外在表现。

2.2危机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施预防教育时，不仅要积极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还要积极使用心理学方法。同时，要积极总结经验，自觉探索

有特色的方法和途径，例如播音主持专业在课堂中围绕大纲，

通过法制案例讲解、情感节目剖析、社会现象探讨、读书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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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释疑等手法，既向学生讲解了课程，又于无形中，解决了部

分学生的心理困扰。

2.3危机后存在的问题

和危机的预防教育一样，危机后的预防教育也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这包括后续的师生之间、老

师与家长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对待学生出现心理危机的正确

认识，心理危机不是洪水猛兽，他们不需要大家戴有色眼镜审

视，甚至给予非常外化表现的特殊关照。

3 大学生心理危机原因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来源有：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个人的

身体健康（包括性健康和性少数群体的自我接纳）、人际关系

（包括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情侣之间、原生家庭内部）等，

这些对于大学生来说，特别是来自于人生目标缺失和向上突破

的无力感，构成了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的来源要素。从 2020

年 1月迄今，随着疫情防控带来的封校、早晚打卡、外出汇报，

这些一定程度上挑动着一些心理素质欠佳学生的神经，所以，

疫情期间的学生工作，不单是新冠病毒的防控，还有学生内在

负面情绪的消融。

3.1从学生个人的角度来看

分析当代青年群体的现状，不难看出他们具有比较统一的

时代特点，第一，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遇到事情首先从自我本

位出发，侧重于自我评价，其他人的感受需要、其他群体对他

们的社会评价会相对冷处理；第二，兴趣爱好貌似广泛，实则

在不同阶层的学生中，均一定程度受到外界营造的“潮流”影

响，例如“剧本杀”，例如“炒鞋”，例如“开店”等，从众

而不自知；第三，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对就业竞争的巨大压力

产生很强的危机感，却无法协调好在这过程中遭遇到的失败感

和挫折感，容易情绪崩溃，抗挫折能力很差；第四，人际交往

方式，独处者与热衷交际者，其行为表现和内心真实需求存在

着不一致的现象；第五，

新时期的大学生，面对学历贬值愈发突出的现象，大学从

过去的精英教育到现在普适教育的长期转型期，大学生内心会

出现对自身定位不准的矛盾感，既沿袭着上一辈对于大学生

“公家饭”、“白领”的期望，实际又是社会需要大学生往生

产车间一线“蓝领工人”的现实情况，这种矛盾感，也已经波

及到国外留学生群体，出国前的高期待，跟临毕业回国就业的

现实落差，也会构成学生群体在自我认同上的心理阵痛。

3.2从社会家庭的角度来说

社会变化、竞争加剧、价值多样性、社会财富分配扩大对

学生的影响就业和失业、零工资实习；独生子女现象、单身成

长、挫折教育和经验不足等，都是导致悲剧发生的诱因。另外，

家庭经济结构、教养方式、父母性格、亲子关系、家庭期待等

因素给学生带来的压力是无形的。父母往往把期望寄托在孩子

身上，让孩子负上沉重的负担。

4 大学生心理危机基于同伴关系的音频节目疗愈策

略

4.1同伴关系共情能力的先天优势

利用大学生与大学生之间的同伴优势，可以进行“同伴辅

导”，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达到共情的效果。利用传播搭建

一个平台，主要是音频平台，视频平台作为公益呈现的不定期

工作或现场会议平台。也可以开展心理公益活动，或者从新闻

评论的角度关注心理健康指导。也可以将私人语境转化为公共

语境，基于你所谈论话题的公共属性展现在公共平台上，集思

广益，共同解决问题。同时采用特殊的减压方式：音乐减压、

积极心理学、胸腹式呼吸等积极行为、带着音乐读文章。还可

以给观众推荐一个音频节目的心理健康的电影、音乐、书籍，

让他们轻松愉快地解决心理问题。

4.2自媒体平台的传播助力

从建立通畅的心理危机预警渠道来看，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APP、蜻蜓 FM等一些网络平台，在这些 APP上欣赏一些关于

治愈性强、舒缓型的情感节目；可以通过一些视频 APP，如抖

音、快手等，观看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基本常识，同时附

有相应的若干应对措施和方法，这样学生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

一个自我的心理疏导。还可以进行一种谈话式的心理辅导，进

行谈话式的辅导，会使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也会更加清晰地了

解到学生所遇到的问题，以便给予对方更为合适的解决方式。

4.3声音平台的私密保护

以泛北部湾学生心理健康访谈室为例，他们以“中介+树

洞”的概念，形成社群效应，让受众和受众之间形成互帮互助

的关系。“中介”是指除工作室之外，还会吸引更多的听众来

帮助想要心理咨询的受众，还可以通过联系专家来进行专业帮

助，还可以以另一种新闻评论的形式多方面多角度来分析心理

健康的正确引导。

4.4“声音瑜伽”疗愈效果

声音的舒缓放松需要结合用到呼吸节奏调整、声音情绪渲

染、身体语言纠正，例如：胸腹联合式呼吸法、配乐朗诵文章、

声音润色、站姿坐姿走姿调整等方面，都对于学生们在自我意

识投射和人前的形象重建有着积极作用。

5 总结

泛北部湾学生心理健康声音访谈室的搭建，采访学生涵盖

以泛北部湾区学习的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甘肃、河南等

地，传播方式通过自媒体音视频平台，通过模糊被访者、求助

者外在形象、变调声音的技术手段处理，通过自媒体账号发布，

形成人际传播，增进不同年代的人之间、不同阶层人群之间、

同辈之间的了解。以音视频媒体承载的传播符号，可以以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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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跨度来记录年轻人的脆弱、敏感、自尊、奋斗，同时亦

能让更多的人在听取观看这些访谈资料后，勇于接纳自己不

足，激发自身内在驱动力，从而找到令自己获得“幸福感”的

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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