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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

研究——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高崇华  王武  程羲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高考人数逐年增加，使得大学生数量

也在稳步提升。与此同时，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

趋势，因此社会和国家对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愈发重

视。2023 年 4 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明

确提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是党中央关心、人民

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 

目前大学生群体产生心理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并且具有

一定的隐藏性，高校普遍使用的心理普查措施仅能够筛选出具

有明显心理危机问题的个例，方式较为单一，并不能真正解决

心理危机预警问题，对已产生的心理危机事件缺乏有效的干预

措施，容易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1]。 

随着学生管理服务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等实际

需要，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应运而生，教育部明确要求各

高校将“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成为集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

堂学习、心理情感交流、后勤保障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场

所。要求学校领导干部、专业教师、学业导师、辅导员、管理

服务人员等育人力量下沉社区服务学生，打通“育人最后一公

里”。其中，在心理育人工作方面，通过心理咨询与服务队伍入

驻“一站式”学生社区，使高校能够做到零距离为学生提供“一

站式”心理健康服务，将学生社区打造成心理育人新阵地[2]。 

一、“一站式”学生社区 

1.1“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概念 

“一站式”学生社区是指通过整合校园内的各种资源和服

务，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样化服务的综合性社区，发挥高校

德育功能，兼具思想引领、学习发展、生活指导、文化交流与

一体，服务学生在课堂之外的成长成才，以共同体理念为联结

的学生教育生活成长共同体。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来满足学

生在学习、生活、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学生的满意度和校

园生活质量。 

2019 年“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推

进会上提出，“一站式”学生社区是高校在推进“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中创建的具有高校特色的育人平台，在促进学生成长成

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2“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现状 

2023 年，教育部思政司发布《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

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指南（2023 年）》，各地高校积极响应，从

思政引领、队伍入驻、学生参与、条件保障等方面出发，进行

新一轮建设，相比于试点工作，新的工作要求也有新的工作方

向，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新时代高

校建设需要及学生需求，将心理育人、资助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等工作下沉一线、进入学生日常生活，并已经取得良

好成效[3]。 

二、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 

2.1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特点 

高职学生的心理危机往往是在用自身应对机制不能解决当

下问题时产生的冲动行为[4]，高职学生普遍处于身心迅速发展阶

段，学生的传统观念、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均受到社会环境

的较大影响，并且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多是在初、高中就已

经形成，由于多种原因而被忽略，这些学生进入大学更换学习、

生活环境后，仅有少部分心理问题可以得到缓解，仍有部分学

生的心理问题依然严重，若不能及时得到专业的心理干预极有

可能引发心理危机事件。 

2.2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产生原因 

心理素质基础不强。目前，高职院校部分学生中高考成绩

不理想，受到其以往学习方式、校园关系、成长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易产生失落、迷茫、困惑、矛盾，甚至自卑感，致使这

部分学生心理素质抗压能力差，加之理想中的大学环境和现实

落差，容易使该类同学表现出心理问题。 

环境与人际交往因素。对于新进入学校的新生而言，突然

暴露在陌生的环境，开学后，远离父母，需要适应新的学校、

新的同学，新的老师，容易引起一定程度的焦虑和不安。同时，

由于部分大学生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体谅、

帮助他人的性格导致其在处理宿舍、同学关系时可能会造成矛

盾冲突，从而产生被孤立的想法，不愿意再主动融入集体生活

中。 

学业就业压力明显。大多数高职生在高中或职高阶段文化

基础比较薄弱，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系统的学习方法。

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后仍保持盲目的学习态度，学业方面求助意

识薄弱[5]。容易造成从“不会学”到“学不会”的恶性循环。当

学生进入实习及就业阶段，发现自身的能力并未有较强的竞争

力，随着就业市场的不断变化，也使得大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

面临的学业、就业等压力日益增大，部分学生甚至表现出紧张、

焦虑、逃学、失眠、思维迟钝等心理问题。 

家庭氛围有待改善。家庭是大学生成长的首要环境，家庭

教育的缺失是心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内部的动态关系对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多家长只注重孩子文化

成绩而忽略健康教育，同时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沟通技

巧，“重物质轻精神”，导致亲子关系紧张，难以为孩子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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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帮助和情感支持，亲子之间存在沟通障碍或矛盾冲突[6]，致使

部分大学生在遭遇应激事件时更容易感到孤立无援，进而采取

自伤等极端行为来应对内心的痛苦和不安，易产生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进而增加心理危机的风险[7]。 

其他突发事件影响。突发自然灾害、亲人突发疾病、亲人

突发变故，家人突发疾病或去世等均会对学生心理产生冲击，

此刻学生心理较为薄弱，其中不乏有承受能力较弱或变故十分

重大者发展成为心理危机事件。 

2.3 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具有隐匿性、突发性与预兆性。在

日常生活中学生往往对自身心理状态有一定的自知程度，大部

分学生出于畏惧等心理会在老师面前“精心伪装”，使得辅导员

及心理健康老师难以辨别；随着学生心理问题逐渐累加超出自

身承受阈值，往往已经形成严重心理问题甚至心理危机事件，

此时学生的精神状态及心理状态可能促使学生做出自残、轻生

等行为；在学生心理问题发展阶段，其内心渴望寻求帮助，会

通过行为或言语进行表达，这种表达通常是十分亲密的朋友才

能发现。通过构建完善的预警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人员能够

提前把控学生心理问题动态，实现对心理危机的有效防控，尽

量避免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 

三、基于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体系 

3.1、党建引领 

建立“学生社区党支部”，各党支部书记由二级学院党总支

书记兼任，以构建“三全育人”体系为抓手，按照“1 个中心，

6 大主体，10 项功能”的建设思路，在党委领导“一竿子到底”、

队伍入驻“一条龙服务”、学生参与“一揽子提效”、保障支持

“一盘棋统筹”等关键环节上下功夫，推动党建、领导、思政、

管理、服务力量下沉学生工作一线，融入“一站式”学生社区

日常管理。 

践行“一线规则”进驻学生社区的要求，学校、二级学院

与学生社区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学校心理教师、辅导员、学生

干部等育人队伍的力量，共同做好学生心理服务，形成相向同

行的心理育人合力，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的“守门人”。 

3.2、分级预警机制 

建立由寝室长、楼层长、班级心理委员、公寓辅导员、社

区心理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组成的“一站式”学生

社区“六级”心理危机预警体系，进行预警信息采集、预警信

息研判、危机预警处理，实现全主体、全过程、全空间的精准

预警，做到对学生心理状况的有效监测。依托“师生健康 中国

健康”主题教育、“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职业院校“文

明风采”活动等重要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情况，充分发挥“一站式”学生

社区各支育人队伍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3.3 帮扶闭环管理 

依托“一站式”学生社区，建立危机干预发现体系——监

控体系——干预体系——转介体系——善后处理体系，保证上

下信息畅通、逐级反应迅速、内外监护有效，对学生心理状况

变化能够做到提早发现、及时通报、研判分级、合理预估、干

预适当、转介及时；并根据研判及预估结果制定科学化、规范

化、人性化的帮扶措施，不过度干涉轻微心理问题，绝不轻视

潜在的心理危机因素，将轻微心理问题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将

心理危机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成效 

通过心理危机预警机制，一年来累计发现 5 起潜在重度、

12 起中度、33 起轻度心理危机事件，通过干预帮扶机制，成功

缓解 64 人次心理问题。 

在校学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心理健康知识

普及程度显著提高，学生心理负面情绪及心理危机隐患显著减

少。 

成功建立党建为引领，多方联动的科学化、规范化预警及

干预机制，由发现、预警到介入干预、帮扶闭环的周期性显著

缩短。对日常重点关注学生进一步加强心理帮扶的基础上，建

立完善个人成长档案，优化“一生一档一策”，及时化解学生负

面情绪，排除可能存在的心里危机隐患，深入开展“四进两联

一交友”活动，不断探索家-校-院-社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深度

合作，不断加强建立交流平台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形成育人

合力。 

结语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得到重视，

各地高校不断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在资助育人、

服务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等方面均有成效。但由于高职

院校学生心理素质不强、心理问题具有隐藏性、突发性等特点，

心理育人工作仍需进一步推进，充分发掘“五育并举”心育内

容，探索新路径、新平台，不断拓展社区的“第二课堂”实践

活动育人作用，以达到预警——干预——回访的工作闭环，实

现预警精确化、干预有效化的心理危机事件应对新局面。 

参考文献: 

[1]赵青, 2024.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大学

生 心 理 危 机 预 警 及 机 制 研 究 [J]. 产 业 与 科 技 论 坛 , 23(2): 

273-276. 

[2]胡平.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教育管理模式创新与探索

[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24,33(04):24-27. 

[3]殷昱伟.“三全育人”体系下加强育人型学生社区建设的

重要意义[J].山西青年,2019,(20):292. 

[4]徐楠,白榕.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筛查机制研

究[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24,40(04):48-52. 

[5]孙婷,李欠文,齐红煜,等.高职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和干

预机制研究[J].大学,2024,(13):193-196. 

[6]李慧.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现状审思、影响因素及预防路径

[J].才智,2024,(21):97-100. 

[7]王延双,张朝晖.高职院校辅导员心理危机干预能力提升

路径研究[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24,(02):44-48.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4 年度陕西高校学生工作研究课题“基

于‘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研究”成果( 项

目编号: 2024XKT097) 。 

作者简介：高崇华( 1997—) ，男，吉林延边州人，汉中职

业技术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专职辅导员，主要从事学生心理

咨询、学生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