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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关系到学生健康成长、家庭和睦以及校园安全稳定等各个方面。建构一个全

方位、全员参与的危机预警模型对于学生心理危机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文章围绕危机学生，联动家庭、

学校、社会以及医疗四个因素形成外环，预警指标、预警信息监测、预警评估、心理危机干预四个因子

形成内环，内外环同向聚焦心理危机对象，形成内核与外延相辅相成的心理危机预警模型。有效预防心

理危机的发生，帮助学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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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related to students’ healthy 
growth, family harmony and campu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
sive crisis warning model with full participation for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work. This pa-
per focuses on crisis students and combines four factors including family, school, society and 
medical treatment to form an outer ring, while four factors including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ssessment and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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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on form an inner ring. The inner and outer rings focus on psychological crisis objects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ming a psychological crisis early warning model with kernel and extension com-
plementing each other, which effectively prevents the occurrenc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helps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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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危机预警工作是高职院校安全维稳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推动学校心理育

人工作有效进行的重要部分。随着高职院校生源的不断扩招，以及社会大环境和突发社会公共卫生事件

等的影响，学生面对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大，在这些压力形成的根源或某个过程中可能已经潜伏着心理危

机，因此需要形成一个有效的预警机制。当然解决出现的问题不能紧靠一方之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因此，除了发挥学校

心理预警机制的功能之外，还要将家、校、社、医四个系统联合起来，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预防，

有效开展心理危机预警工作。 

2.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研究现状 

个体的心理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危机一般主要集中在开学适应期、

中间过渡期、择业就业毕业季。常见心理危机种类包括突发性危机、境遇性危机以及阶段性危机。而这

些学生当中的心理危机大多呈现这样的特点：易查性、危险性以及周期性。基于以上，目前高职院校对

学生心理危机的预警管理逐渐开始重视起来，但是形式比较单一，多数是在以学校为圆开展，辐射范围

较小，且出现职责分明、意识不强的现象，等到发生危机才会紧急处理，而未做好前期预警工作。鉴于

当前现状，着力探究适应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迫在眉睫，研究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试图更

全面应对心理危机的发生。 

3. 构建心理危机预警内环模型 

以心理危机预警对象为核心，构建封闭式内环，由预警指标、预警信息监测、预警评估、心理危机

干预四个因子组成有机整体，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既独自发挥功能，同时具有整体性特点，

协同发力(如图 1)。 

3.1. 明确心理危机预警指标 

心理危机预警指标是识别学生目前心理状态的重要依据，也是危机预警系统的关键部分，心理危机

预警必须建立科学、系统及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在以往研究中，对于预警危机指标的确定有数值化指

标、有核心性指标以及关键期指标等。根据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生源层次以及心理专业力量的实际情况，

我们建构了核心性指标和关键期指标双体系。首先，建构核心性指标，包括重大丧失、精神病史、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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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史、负性情绪、重大自然灾害、社会支持不良以及言行异常等。其次，明确关键期指标，主要是学

生经历的重要时间段，涉及开学毕业季、重大考试期、季节更替以及重大节假日等。 
 

 
Figure 1. Inner ring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warning 

图 1. 心理危机预警内环模型 

3.2. 建立心理危机预警监测系统 

心理危机预警的监测系统是由学校、家庭、社会和医疗系统聚焦危机学生共同组成的体系，包括两

个大的部分，一个校内监测系统，一个校外监测系统。其中学校是监测系统的主导，家庭是基础、社会

是补充、医疗系统是支持力量。四力联合预警监测，在不同时空领域发挥各自功能，能够有效全方位多

层次观测学生心理状态，能够通过不同渠道及时、有效发现问题。其中学校监测体系在坚持“四位一体”

的格局下，搭建四级机制：宿舍–班级–院系–学校，深入学生当中。无论检测系统在哪发挥作用，对

于发现的危机对象要及时反馈、及时评估、及时干预，打通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监测的最后一公里，尽量

将危机问题解决在初期，避免出现重大障碍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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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心理危机预警评估系统 

危机预警评估系统是预警指标有效运行的保障，在进行预警评估时，以往工作大多是凭借主观经验

进行判断，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会使评估工作的开展缺乏严谨性，出现随意性。根据危机学生情

况，借鉴以往研究体系，结合校内外家庭、学校、社会、医院的力量，我们建立了专业的评估系统和一

般性评估系统。专业性评估系统由医疗队伍和心理专业教师队伍组成，一般性评估系统由一般教师、家

庭、学生以及社会群体组成。一般评估包含自我评估、朋辈评估、家长评估、教师评估；专业评估包含

心理回访、心理咨询、心理测验、医疗诊断。两种评估方式把相结合，有效利用学生周边一切力量，紧

密团结在学生身边，在一般性评估的基础上启动专业性评估或诊断。 

3.4. 加强心理危机预警干预 

为了直观预报学生危机警情的程度，及时开展相应干预工作，结合以往研究，在预警评估后量化危

机情况便于直观了解情况，以百分制为轴线，其中 0~20 分是正常，20~40 分为轻型，40~60 分是中度，

60~80 是重度，80~100 分是危重度，根据危机警情的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干预模式[2]。危机干预系统需

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之外，还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发掘有效资源、并做好后期追踪等，做到干预前

期有预案、中期有条理，后期有总结。一旦有危机出现时干预系统就应立即进入应急启动状态，根据评

分等级启动相应预案，一般在干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掌握危机学生心理状态、营造安全环境、

确保人身安全、给予支持、提供宣泄渠道、启发思考重燃希望[3]。 

4. 构建心理危机预警家校社医外环模型 

构建以学校、家庭、社会、医院四个系统为一体化的外环模型，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的基础

作用、社会的补充作用、医院的支持作用(如图 2)。 
 

 
Figure 2. Outer ring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warning 
图 2. 心理危机预警外环模型 

4.1. 强化学校在危机预警中的主导作用 

在心理危机干预中学校占据主导位置，学校要联动发挥各方面力量，负责建立适合学生实际情况的

危机预警体系，同时要搭建家社医联动的桥梁，以便第一时间应对危机学生情况，做到预防为主。利用

学校课程、社会实践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借助家长会开展心理育人家校合作，聚焦危机对象，建立预

警指标、预警监测、预警评估、预警干预四级防御体系，建立四级预警防御机制，搭建预警平台。强化

学校在心理危机预警中的主导地位，联动各个部门形成聚合力，做到统筹兼顾。 

4.2. 激发家庭在危机预警中的基础作用 

家庭是孩子出生受教育的第一环境，家庭成员尤其是学生的父母，最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成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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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也很容易发现学生的心理变化，因此在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工作中，家庭要和学校有效联动，家庭要

给予学生有效的支持和理解[4]。此外，家庭中的成员结构、教养方式对学生的发展都有关键影响，因此，

家长要随时参与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参与学生的健康成长，不能放任自流，交给学校老师。在社会

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影响下，学生居家学习的时间较多，家庭成员更容易掌握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动态，

发现异常时及时与学校沟通，家长要明白学校和家庭在培养学生的立场是一致的，要成为共同体。 

4.3. 联动社会功能在危机预警中的补充作用 

学生成长关系社会发展，因此心理危机预警工作也要抓住一切资源，这其中除了学校和家庭之外，

社会层面可以将更多的力量集合，借助社会力量拓宽心理危机预警和的空间，发挥社区平台的组织力量，

建立社区青少年心理档案，分层分类管理，并定期开展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公益科普，利用新媒体平台发

布正向引导内容，全民合作营造清朗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此外，发挥社会心理咨询机构、法律机

构的力量，开展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学校，形成“1 + N”模式，互通有无，共同织好学生预警网络。 

4.4. 发挥临床医疗在危机预警中的支持作用 

建立与专科医院的合作机制，围绕学生心理危机常见问题，定期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培

训和心理危机处理专业督导工作，在提升学校危机干预能力的基础上，精神医学中心或专科医院可以为

学校心理危机执业人员提供见习机会，帮助学校心理从业人员了解目前对于危机干预工作的前沿性治疗

技术[5]。此外，建立会诊模式，一旦发现预警级别达到重度、危重度的对象，医院联合学校、家庭共同

开展会诊，及时开展医疗干预。此外，学校与之联动搭建心理援助网络和热线平台，帮助学生拓宽求助

渠道，打通危机干预绿色通道，对于存在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有优先就医资格，为他们争取最佳的治疗

时间，提高干预的时效性，保证学生的生命安全。 

5. 推动心理危机预警模型运行，加强学校心理育人 

5.1. 内外环融合同向聚力心理危机预警 

发挥内环力量，有指标、有检测、有评估、有干预，对危机对象能够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发

挥外环力量，有学校、有家庭、有社会、有医院，能够实现总动员、全覆盖，对危机学生能够形成闭合

式关怀，从时空、地域各个层层都能有效预防。这种内核与外延有效融合的方式，在推动高职院校学生

心理危机预警工作中既是双层预警圈，也是双层保护圈(如图 3)。 
 

 
Figure 3. Double-ring focused psychologi-
cal crisis warning model 
图 3. 双聚焦式心理危机预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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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推动心理危机预警模型的实践路径 

学校发挥主导作用，联动各方面资源，搭建好心理危机预警模型，首先明确学生危机等级，明确预

警指标、评估机制、监测系统以及干预程序，其次明确家校社医在预警工作中的具体职责，规范学校、

家庭、社会、医疗合作程序，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其中要注意根据学生生源和学制的不同调整预警松紧

程度、程序以及方向，防止预警“一刀切”[6]。学生心理危机发生时，如果学生在校期间，由学校心理

中心进行初步评估，根据学生危机等级，由学校医院联合启动危机干预，做好现场控制；如果学生是假

期非在校期间，则需要家庭成员积极关注，利用家庭资源、援助热线等发挥主动作用，初步稳定局面，

依据家庭职责联动学校社会机构以及医疗资源对学生进行干预，在后期危机干预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具

体情况确定干预模式、干预成员以及干预程序。 

5.3. 多渠道助力心理危机预警模型运行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重点之一，而心理危机预警是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

容之一，通过构建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帮助学生预防危机、解除危机，引导其健康成长。这个过程的推动

需要和其他育人体系有效结合，思想育人与心理育人相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知识，在

心理健康教育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资助育人与心理育人相结合，对于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及时

给予关注至资助，帮助学生渡过困难时期，减少引发学生心理危机的现实原因；实践育人与心理育人相

结合，利用社会实践、校园文化节等契机开展家校社医联合活动。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工作的开展要整合

资源，重在前期预防，通过科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科学成熟的价值观、提升心理承受能

力。 

5.4. 多形式助力心理危机预警教育开展 

心理危机预警工作的重点在“预警”二字，因此前期的心理危机教育比较重要。在建立家校社医联

动机制外，学校要发挥教学优势，利用三课堂相结合的方式，在课堂、校园活动、网络等渠道对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心理危机知识宣传，同时在课程思政中融入心理知识，引导学生增强心理健康知

识的学习、树立防范心理危机发生的意识。强化校园内外文化活动的宣传作用，引导社团学生机构等开

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学生找到校园归属感，树立自信心。打造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开展心理宣泄、心理援助和危机知识宣传等不同板块，关注学生的

思想动态和心理发展，提升校园心理危机教育的关注度。 

6. 结语 

内外环双四力聚焦式心理危机预警模型在高职学生的心理危机工作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运用，但鉴于

目前生源的复杂性和地域的偏远性，要完全做到有效预警不仅需要较高的心理危机专业能力，还需要彻

底打通家校社医的联动模式，在这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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