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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四级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由一例危机案例引发的思考

侯庆红，邱欣红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云南 昆明）

摘   要：通过一例心理危机事件的干预，认为健全和完善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应该包括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和危

机善后体系两部分。明确“校—院—班—宿舍”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对象库的建立、“大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和“大学生心理危机评估与工作组”三者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关系；从危机对

象的关注和危机工作人员健康的关注两方面构建心理危机事件善后，体现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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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事件：201X 年 11 月某日，201X 级某生经过提
前预约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咨询中发现该生在最近
一个月内 2 次网购安定轻生，均未遂。现在情绪低落，
对生活倍感绝望，感觉生活中处处受挫。求医愿望
低且要求咨询师必须严格保密，否则“不知会出现
什么后果”。多次努力沟通后与来访者达成就医和安
全协议。

心理咨询中心在第一时间和学生所在院系取得
联系，通报学生情况并协商解决方案，同时向学生
处领导备案。

纵观上述心理危机的干预，结合高校实际情况
阐述四级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上的几个
观点。

二   建立健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科学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能有效预防心理危
机事件的发生，预防危机与创伤的扩散。高校心理
危机干预体系需要将危机预防、信息采集、干预预警、
干预、评估和转介等工作分级处理与管理。

1. 建立健全“校—院—班—宿舍”四级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网络。学校层面，由心理咨询中心筹划全
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工作。院层面，通过吸纳学
院专职辅导员做中心兼职教师，通过专业培训开展学
生心理教学及咨询服务 [1]。班级层面，设立心理委员，
系统培训和指导其开展工作。宿舍层面，宿舍长和宿
舍管理员作为学生身边的信息收集员。

案例中，“校—院—班—宿舍”四级工作网络的
存在，学生在遇到危机事件时会主动寻求专业机构

帮助（校级层面），分院可以很快接受危机信息并进
入工作状态（院学生工作人员充分参与），宿舍成员
可以对危机事件对象在不干涉的情况进行观察（宿
舍层面）。本次心理危机干预事件中，班级作用体现
在定期关注上。

“校—院—班—宿舍”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
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危机预防和信息采集的作用。

2. 建立心理健康零报告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危
机预警对象库。学院每月向心理中心报告心理健康
信息。对需要关注的学生，心理中心经与辅导员沟
通并进行分类处理。

“心理危机预警库”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曾
发生过危机事件的个体。部分学生会通过“不闻不
问的方式掩盖危机事件的存在，把危机事件有意无
意的压抑到无意识中”度过危机而压抑自己的感受。
故曾发生过心理危机事件的个体不能因为事件的结
束而结束，可加入“心理危机预警库”进行持续性
跟踪，可全面了解心理危机干预对象信息，做到预
防和干预同步进行 [2]。第二，心理健康普查中发现
的需要关注的学生。用心理测量建立和完善学生心
理档案，并从心理测评数据中筛查出重点关注对象。
通过心理中心、学院、辅导员对重点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的掌握，做到早发现、及时处理，有效预防突
发事件。第三，心理健康零报告制度下的学院上报
的重点关注学生。通过心理委员对学生信息的初步
筛查，由辅导员和学工助理进行把关，形成需要关
注的上报名单，心理中心对上报学生进行分级分类
处理。第四，个案咨询中发现的需要关注的学生和
已被医院确诊为精神障碍并进行积极治疗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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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可以帮助人们调整内心世界，提高生活质
量，因其工作范围的规定性，不能及时即刻解决所
有心理问题，所以某些来访者会被转入“心理危机
预警库”中追踪 [3]。精神疾病有很高的复发性，被
医院确诊为精神障碍并进行积极治疗的学生也会被
转入“心理危机预警库”中进行持续跟进。

本案例中心理危机干预对象，属于“心理危机
预警库”中的学生。从该生入学不适应开始，心理
中心进行干预；后由辅导员关注，心理中心一直保
持联系了解该生近况；本次心理危机事件发生后，
心理中心和学院进行信息对接，基本完整再现危机
干预学生的重要事件信息。

健全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对象库”，在心理危机
干预体系中可以起到危机预防、信息采集和危机干
预的作用。

3. 成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和“大
学生心理危机评估与工作组”，明确干预对象 [4]。学
生中不同性质的突发性危机事件，需采用不同干预方
法，如协调工作、社会支持、强制治疗。心理危机干
预系统通过科学的心理学指导，为学校在危机事件中
从容应对提供专业支持；另一方面，协助各级部门领
导者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和多部门协调处理。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由分管学生
工作的学院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学生处处长、心
理中心工作人员、学院学工负责人。领导小组的职
责是全面规划和领导全院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督促相关部门认真履行危机干预工作的职责，为重
大危机事件的处理做出决策。

“大学生心理危机评估与工作组”成员包括学生
处处长、学院心理中心工作人员、学院学工负责人。
工作组负责对学生心理危机进行评估，并同有关部
门共同制定危机事件处理方案，心理咨询师提供必
要的专业援助，实施危机风险化解。

案例中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学生心理危机评估
与工作组”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初步评估后，并
对照自杀危险评估（SRA）对学生进行评估。根据
自杀计划致死性高、最近一年有过多次自杀经历、
和父母关系差基本没有朋友和临床心理评估有指标，
综合上述四项，该生评估结果为高危。及时把该生
情况上报“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进行备案，
并给出处理建议。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和“大学生
心理危机评估与工作组”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中起到了危机人员干预、评估和转介的工作。

三   建立心理危机事件善后处理体系

心理危机干预体系中危机干预是工作的重点，

但善后工作涉及到危机当事人以及危机措施实施人
员的发展，其重要性也愈加凸显。

首先，心理危机对象的跟踪处理。心理危机事
件需要根据事件本身进行分类处理，不会因为事件
结束而取消发生心理危机的对象关注。高校是教育
场所，学生需要有能力的情况下继续学业，如何消
除因心理危机事件发生时对学生造成的关注性影响，
就需要心理中心和相关部门给予支持性手段和积极
的营造正常生活学习氛围。

案例中学生病情得到缓解可以重返学校时，他
要面对身边很多人 “特殊”的眼光和照顾，心理中心
和辅导员就需要给予心理上的支持和氛围上进行特
别营造，让其能顺利回归正常的学校生活。

其次，危机措施实施人员的健康关注。危机措
施实施人员是危机干预中的主要力量，其工作的好
坏直接涉及到危机干预的效果。心理危机干预的成
功，意味着工作人员在做着正确的事情，通过努力
可以挽救生命或让一个人面对现实中的困境。问题
是危机措施实施人员总在做正确的事情，就会面临
困境：心理危机当事人的意愿和将要做的正确的事
情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抉择？

案例中咨询师的困境：稳定心理危机干预对象
情况下的保密和保密例外之间的抉择。心理咨询是
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没有信任，咨询又如何有效
进行下去？心理咨询师经历多次“信任危机”后，
对心理咨询师本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很大 [5]。鉴于
心理危机干预对象自身的发展以及心理危机干预措
施实施人员的心理健康和发展上，心理危机事件善
后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就显得日益紧迫。

四   结论

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上，科
学的体系应包括心理危机干预预防体系和危机事件善
后体系的同步建设，前者有效预防和高效处理危，后
者保障干预对象和危机措施实施人员的健康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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