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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一例心理危机干预案例引发的思考

李若水　胡光友　夏翊玲　黄红霞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云南昆明　650106

摘　要：一名大一男生因“抑郁”、“失恋”发生危机而引发自杀行为，学院第一时间启动危机干预应急预案，在学院心理老师、

医院、同学的多方配合下及时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通过对案例的思考，提出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从“完善心理预警

机制”、“提升专业素养”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及时疏导、有效干预学生心理危机，全面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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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案信息

阳阳，男，19 岁，大一年级学生，担任班委、头脑聪明、

成绩优异。表面上阳光开朗、乐于助人、喜欢骑行，暗地里

悲观失落、抑郁忧愁、有严重的灾难化思维，是一名“阳光

型抑郁倾向”的学生。该生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从小缺少父

爱，家庭经济困难，人格叛逆，接受不了批评，在早期成长

环境中经历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对如何事情都消极思维。

高中时期学业压力大，身体身体瘦弱、营养不良，经常失眠、

多梦、易醒，有时出现头晕、头疼、胸闷、呼吸困难，情绪

波动较大，多次出现轻生念头。进入大学后心理测评显示存

在“中度抑郁体验”，因与女友闹分手成为压垮他的“最后

一根稻草”，在宿舍服药后坐在窗台打算自杀，经过心理老

师、辅导员、家长及时介入干预，最终脱离危险，休学回家

治疗，目前状态平稳。

2. 危机干预过程

2.1 早期危机识别

学院定期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工作，在学期

开始，该生就被“中度抑郁”心理问题检出。根据量表检出

结果，辅导员、心理中心老师分别对其谈心谈话，初步确立

其有早期创伤经历、心理问题、灾难化思维和自杀念头。辅

导员本着尊重、真诚的原则，积极地与他建立信任关系，主

动帮助其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让他在

情绪低落、陷入钻牛角尖的“死循环”时能够第一时间主动

寻求老师的帮助。同时，遵循学校心理健康中的九级监管体

系，将该生纳入了由心理中心、各系、各系学生工作办公室，

辅导员（班主任）、家庭、班委、心理委员、宿舍长、同学

及好友这九类群体组成的九级监管中，各层级重点关注其身

心状态，多方位给予社会支持和朋辈辅导 [1]。

2.2 危机爆发

事发晚上，阳阳因和女友吵架、闹分手，最终情绪崩溃

在校过度服用抗抑郁药物后坐在窗台实施自杀行为，并通过

电话向辅导员求救，辅导员在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做出处

置。首先通过电话给予支持，并稳定其情绪，采用共情、倾

听技术鼓励让其承诺在辅导员到达之前停止服用再多的药

物且保持原位置不动。其次，由于该生情绪及其低落和药物

作用使其无法正常交流，只能发出哭泣声，辅导员鼓励学生

拍一张眼前场景照片，根据通话了解到的信息及照片信息，

判断出该生所在的大致位置，立即组织舍友、班委进行寻找，

最快的时间内找到该生。同时联系值班教师立即打电话给医

疗机构求助，并相应应急预案立即赶往现场。最后向上级领

导报告事件，并立即联系在班委立即前往所推断位置将其带

离窗台，且立即家长说明情况，赶往学校处置。学校立即启

动危机干预工作预案开展工作。

最终在辅导员、心理老师、同学、家长的帮助下及时

找到他并送往医院。幸好，该学生服用抗议药物不多、经过

救治后无生命危险。事后，经心理老师、医院介入咨询和干

预得到好转，并在家长的建议下决定休学治疗。

2.3 危机后处置

学生情况稳定后迅速将具体上报报告给学校相关部门

及领导，并于家长沟通处理办法。考虑到阳阳此次事件的严

重性，且以前多次出现过自杀意念及自杀冲动，情绪不稳定，

有强烈悲观的不合理信念出现，存在一定的风险，经过和家

长、学生本人、学校相关部门及领导、心理中心沟通后提出

建议：鉴于阳阳的日常表现，过去经历及情绪状态，疑似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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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发作，建议及时请假或休学前往医院精神科就医，遵医嘱

持续治疗；关注家庭带来的影响，父母尽量多给予关心和鼓

励；创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减少抱怨和批判，让其感受温暖

及爱；辅导员鼓励其接受心理咨询，改变不合理信念，树立

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保护学生隐私，让其放心治疗，减少病

耻辱感；心理中心对参与此次危机事件的相关学生进行心理

疏导。

3. 案例思考与启示

此案例是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典型案例。危机事件

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得益于学校几个方面的有效措施：一是

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心理筛查是基石，将心理筛查

工作落到实处，通过科学有效的量表初查检测出学生相应的

心理健康状况，再对其一对一谈心谈话精准掌握其心理问题

表现。二是辅导员扎实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储备及良好心理

素养是保障，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重注辅导员及心理委

员的相关知识培训力度，辅导员能够在日常关注、谈话中运

用所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与其建立亲密、信任的关系，以

至于学生在采取自杀行为时最后的求生欲使其第一时间联

系辅导员，在危机爆发中，辅导员能够妥善应对，采用鼓励、

理解、承诺等自杀干预的正确方式，让学生停止了自杀行为，

使心理委员成为观察员与支持者。三是完善的危机干预预案

制度，最快的时间内能够调动同学、值班老师、医院等各方

人员快速参与，积极施救。

4. 讨论

4.1 危机干预要不断完善“预警”机制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制度是保障。高校要建

立和健全科学、有效的心理问题筛查制度，将心理危机干预

前置化，通过量表初查和谈心谈话复查有机结合，建立“一

生一档”的心理健康档案，精准掌握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其次要促使家庭、学校和社会实现功能互补、相互兼

容，从而形成教育合力营造建设全环境育人的教育氛围，持

续落实学院“九级监管”的工作体系，动态精准掌握每一名

心理问题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动态，在发生危机事件

时，各层级能以保护学生生命安全为第一目标，积极联动、

快速反应，马上干预 [2]。再次，不断加强辅导员队伍专业技

能的培养，通过开展专业培训、组织实践活动、提供专业支

持等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技能、沟通、组织、应急处理等

能力等。最后要不断加强教育体系建设，开设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必修课程，每年结合各系专业和学生特点，有针对性

的开展、团体心理辅导、讲座、主题班会及各类活动，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心理疾病、成长规律，学会主动求助，增加心

理韧性。

4.2 危机干预要不断提升工作者专业水平

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形成，一般都有长期的成长环

境、个性特征等原因，心理健康教育之路任重而道远，每一

个教育者都应该尽己所能当好一个专业的心育工作者，为维

护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指导和帮助。如果在心理问题最初

被识别时，学生就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那么他们就有

更多的机会在顺利从心理危机走出来并获得成长 [3]。

往往高校的专职心理老师具有相应的专业心理学背景

和资格证书，在危机评估和干预中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而兼

职教师，例如大多数班级专兼职辅导员只接受过简单的培

训，心理学和心理危机干预理论知识浅薄，通过长期的工作

经验产生固定的思维模式，偶尔还会出现问题。尤其是没有

经过专业培训的教师，通常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和

方法运用在危机干预中，这不符合心理咨询的原则和要求，

使干预效果不理想。例如有人认为与想自杀的人谈自杀会刺

激到他们从而加快实施自杀，但实际上这样询问会减轻他们

的焦虑，让他们意识到有人关心自己、理解自己。因此，高

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必须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

质，才能有效提升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应对能力。

4.3 构建协同干预机制

构建“学校 - 医院 - 家庭”心理服务支持体系。建立“学

校—家长—医院”有效联动的评估、干预与转介机制，开通

大学生心理救治与援助的“绿色通道。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和

医疗转介制度，将日常监管、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科学治

疗结合起来，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构

建心理问题支持系统，预防学生心理危机事件。

4.4 日常加强教育宣传，全方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

高校在日常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中重视全方位开展。第

一，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开足开启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提高心理健康知识的教学效果；第二，丰富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加大心理健康工作宣传力度。第三，根据

学生特点及需要开展不同主题团体辅导活动；第四，开展系

列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及培训。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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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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