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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专科院校学生因受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逐渐出上升趋势。

突发性心理危机最为严重，导致影响学生自身正常的心理活动或行为举止。由学院作为主体，各职能部

门配合构建干预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体系，牢牢地把握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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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chool, society, and so on, students with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gradually on the rise. Sudden psychological crisis is the most serious, 
leading to the impact of students’ own normal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r behavior. With the col-
lege as the main body, all functional departments cooperate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interven-
tion in students’ sudden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firmly grasp the normal teaching order of the 
college and the red line of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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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发性心理危机概念与危害性 

高等专科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链中的重要的一环，其规模多达上千所，目前在校学生多达上千万人。

在 2009 年就已经有学者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在多所大学随机抽取 1200 名在校本科大学生作

为样本，调查了大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源。学生在面对突发性心理危机事件时，会感到无法应对，缺乏

有效的应对方式。而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自身状况带来的危机与解决问题和合理化也呈现出了明显

的负相关[1]。根据教育部调查显示，专科院校学生因受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

心理问题的学生逐渐出现上升趋势，同时有着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学生的问题更突显[2]。防范大学生突发

性心理危机事件关系到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教师能否正常有序地开展教学和学生管理

工作，关系到家庭和社会对学校的信任，解决当下大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问题，是摆在高校面前急需解

决的关键性问题[3]。突发性的心理危机，区别于我们常见的心理危机，就是因为突然发生的，不可预料

的原因，从而带来不可控的结果[4]。 
对于在校专科生学生而言，他们的突发性心理危机又当如何看？突发性在词典中的定义为：某事件

出乎人们意外的，从而无法进行掌控，超出人们自己的心理预期范围的[5]。在心理学领域，对突发性心

理危机的概念是指：某一个单独的个体，需要突然面对自己无法掌控和预料的事情，而此时又对其造成

了巨大的困扰与压力，迫使自己独自去面对，并且没有任何外来的协助，从而产生了不用的应激与反常

的心态[6]。由此，本文对高校专科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定义为：高校学生受到某些不可控的，超出意

外的事情的影响，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反差，导致影响自身正常的心理活动或行为举止。 
在与一般的心理危机不同，突发性心理危机一般的表现形式为学生自杀，自残，以及投毒与杀害室

友等方式[7]。由此可见，突发性心理危机比一般的心理危机所带来的危害程度更高。专科院校出于责任

与义务，都应积极构建干预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体系，牢牢地把握高等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师生生命

财产安全的红线。本文将重点描述，突发性心理危机产生的原因与高等专科院校如何构建干预学生突发

性心理危机体系，为不同专科院校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借鉴。 

2. 高等专科院校学生产突发性生理危机的原因 

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加速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更有渠

道和便捷的进入高校专科生的视野。学生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矛盾

与压力日益增加[8]。高等专科院校的学生，是由一批刚刚参加过高考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组成。他们

在进入高校前，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与应对生活态度与方式。在进入校园后，需要面对新的同学与

老师，这些新的人际关系，让部分同学难以招架。导致多数高校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形成主要源自于

身心成长变化和环境适应不良而引起的内心混乱、绝望、沮丧、极度痛苦等严重心理失调，从产生原因

划分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种影响因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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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我怀疑与自我人格的缺失产生的内在影响因素。作为大的环境影响因素是在中国教育大环境的

影响下，高考的成绩几乎决定学生的前途，绝大数的人认为高等专科院校学生的能力与素养较差，不会

有好的前途与未来。导致家庭方面对学生产生自生自灭的想法，由此容易让学生产生痛苦的厌学状态与

自我痛苦[10]。作为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原生家庭，不同的原生家庭很大层面的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11]。在温暖的家庭中成长的学生，有一定的心理调节能力，心理往往是健康的。在高等专科院校中的学

生，其很多都是留守儿童与个别离异家庭，从小确实父母与家庭的关爱，及其容易让学生产生自己封闭

的状态[12]。部分学生原生家庭甚至会出现家暴，虐待等情况[13]。这些种种情况的影响下，如同定时炸

弹一样埋藏学生的心里，当有触发点时，就会让学生自身无法再无调控时，就会产生突发性心理危机，

对自己进行自残或者伤害他人行为导致发生悲剧。 
多重人际交往陷入困境的外在影响因素。高等专科院校的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体在成

长的同时，个体上的心理成熟往往会出现差异。学生们在踏进高校的同时，他们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在

学业上的追求。目前，面对网络信息化的时代与大数据的推广，让学生迅速地跟上网络的节奏。各种不

同的信息充斥着学生的头脑，从精神上影响他们的现实活动。同时面对同学，室友，老师等不同人际之

间的交往往往会不知所措。在学校一般变现为与室友的矛盾尖锐，面对突如其来的集体生活，会让学生

们产生陌生，恐惧等一些心理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打架斗殴的情况，导致室友之间心生矛盾，

当遇到无法控制自己行为与走极端的学生时，会发生谋杀或投毒等影响极其恶劣的事件。与任课老师之

间，因为学业问题发生冲突，这些学生往往在学习能力方面偏弱，在课堂上存在因老师教学态度方面争

吵等等。尤其日益猖獗的网贷与电信诈骗导致的学生自杀事件，都是影响甚重的因素。 
事实上，有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高等专科院校在处理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问题上是错综复杂

的，常规院校成立的心理咨询室与心理老师，在处理突发性心理危机干预时，往往是浅显的，只能在给

予一定程度上的帮助，无法处理文章内描述的突发性心理危机。在针对高等院校的学生进行突发性心理

危机干预时，中国的部分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曾提出许多真知之意，他们发现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的

比例，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未降低，相反，一些有逐年增长的趋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普通的一些高

等专科院校的突发性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确实存在盲点与不足，需要高校再去反思，完善高校突发性心

理危机干预系统[14]。专科学院可以形成真正有效的防御措施与体系，做到“双管齐下”，一面积极地预

防，一面制定完善的体系。 

3. 构建高等专科院校干预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体系 

政府对高校学生的“突发性心理危机干预”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教育部明确规定，各高校应重视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制订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提高师生应对心理危机的能力[15]。探索以干

预为主，构建干预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体系，旨在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16]。 
面对突发性的心理危机，一般普通的高等专科院校不能及时的做出最佳的应对方案。这些突发性

的心理危机往往是恶性的，极易产生不良后果以及不良社会影响的。学生在面临自己无法控制的突发

性的心理危机时，他们往往是不知所措的，极度厌世的，极度拒绝沟通与交流。在这种危机下，学生

们往往会做出最坏的举动，如：跳楼，割腕等一系列轻生的措施。作为高校，有责任对自己的学生尽

最大程度地帮助。突发性的心理危机不是个例，而是全国性的事件，但其中最相同的共性就是轻生。

因此，能否做到快，稳，安这三方面是对当带高等专科院校的一项考验，从而也反应出建立有效的干

预体系迫在眉睫。 
突发性心理危机预防体系的构建，能够有效应的降低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发生所带来的危害，是对每

一位学生生命以及他人生命的尊重。减少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学生伤害自己，同学，老师等危险行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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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科院校建立起的突发性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其根本维护学生生命安全，贯彻以人为本教育思想为，

是高等专科院校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17]。 
第一，高等专科院校应该多组织教职工的心理培训工作。突发性心理危机发生的时候，就表示有学

生将要做出极端的举动，不同于普通心理危机的预警，做到有效干预，不是胡乱干预，导致其反作用。

高校作为一个大的团体，不仅仅是以学生为主题，同时每一位教职工也是存在的一员，每一位任课老师

在上课的过程中也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职工们如何应对和学生们的接触，在日常的行为方式去引导

学生积极向上，这就需要对教职工们组织心理培训工作。在利用寒暑假等放假时间，学院应该多邀请有

处理过突发性心理危机的教师讲座，进行经验的交流。对有已经构建，并且有成熟突发性心理危机体系

的学院，应组织教职工去学习与互动。 
第二，强化辅导员在处理危机的中枢作用。高等专科院校的专职辅导员与学生是“零距离”的，因

为他们管理着学生的方方面面，是学生口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有着丰富的管理学生的经验，所以应该

由辅导员牵头，与院校各个部门共同构建完成的干预学生突发性心理危机体系。这个体系是不同于寻常

的院校心理咨询与辅导，而是一个快速反应的体系，是保护高等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师生生命财产安

全的红线。组成一个特殊的体系是由“学生–辅导员–危机处理小组”共同组成，对突然出现的突发性

心理危机，第一时间掌握现场动态，快速拿出处理方案，保障学生生命安全同时防止二次伤害的发生。

学生职责：以班长为主，同时班干与寝室长为协助，帮助班长注视同学们生活学习状态，危机发生时及

时通知辅导员。专职辅导员：辅导员作为中枢纽带，是传递信息的关键者，保持联系二十小时畅通。以

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对现场的安全进行把控，同时把当时情况准确无误的汇报给学院领导小组。快速

反应小组：此小组的组成应为，学工处，医务室，保卫处，后勤处等负责人组成，秉承“危机迅速处理，

安全查无隐患”工作态度，的为处理危机提供最大保障。 
第三，各个职部门之间成立快速反应小组，此小组的组成应为，学院领导，学工处，医务室，保卫

处，辅导员等负责人组成，秉承“危机迅速处理，安全查无隐患”工作态度，为处理危机提供最大保障。

一般有各级部们领导担任，则需要明确各职能领导之间的明确工作，从实际出发，把解决方案实际落实。

学院领导：作为院校的“第一决策层”，他们要针对突发性的心理危机事件第一时间做出指导方案，把

各层责任机构的职责进行划分，同时对整个事件进行全程把控，做到实时掌控。学工处：作为管理学生

日常的部门，其掌握大量的学生心理状态资料，有责任第一时间将学生的心理档案资料调配出来，为事

件的处理提供有利的数据支撑。医务室：作为学院的唯一的医疗支援，校医要有着过硬医疗技术，多进

行抢救性的培训与演习。随时对有可能出现的受伤人员进行抢救与第一事件的医护措施。保卫处：作为

学院的安保力量，在出现危机事件时，要及时出现在第一现场，保护师生与公共财产的安全，防止二次

伤害的出现。辅导员：作为学生的在校第一责任人，有义务对突发心理危机的学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同时，实时把学生的动态的汇报给学院领导，把学院领导的决策扎实地落到位。各层级部门之间紧紧相

互配合，做到“不推托，共进退”，确保把突发性心理危机解除。 
第四，对已经明确出和已经发生过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同学，由辅导员及快速反应小组人员进行负责，

实行三班倒，做到寸步不离人，二十四小时不离人。把学生的安全，心理等状态做好记录，提供给学院

领导。在场责任人在学院领导的授权下为学生提供，借助着当事人的好友，关系要好的同学与室友，去

安抚与缓解该学生的焦虑情绪。目前，中国很多的高等专科院校学生以未满 18 岁的学生居多，所以需要

等学生的监护人到达现场，与监护人办理交接手续，在场的责任人每一步骤都要有迹可循，对所有的电

话，短信等要有记录。对于问题严重的同学，应该由在场的责任人或者辅导员安抚学生监护人的情绪，

全程进行陪同。待情况稳定后，学院应积极地与学生本人或者学生监护人获取学生本人情况，做到实际

反馈，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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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高等专科院校同时要具有自己的法务部门或者律师团队，突发性的心理危机属于恶性的事件，

所带来的是危机学生的自残，伤害他人，打架斗殴等，伴随着就是法律纠纷等情况。因此，需要法务部

门或者律师团队应配合学院负责人积极与学生本人，学生监护人进行沟通。同时，为领导层决策提供法

律依据，做到每一个步骤的合法性，妥善安置具有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学生与学生家庭，提供有法律依据

的解决方案，保护校方与学生方共同的利益。由此，才能把因突发性心理危机给学校带来的社会影响降

到最小。 
第六，危机处理完后，建立专业档案，方便持续地关注学生，也为以后处理相同的案例提供宝贵的

经验。各个层级部门，相互总结经验并且进行讨论，把有效可行的办法保留，无效的方法进行剔除，及

时更新突发性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做到让体系具有时效性，有用性，先进性。所有成员应该提前多次组

织交流，制定一套完整的流程解决方案。要将危机干预事件的处理过程整理成文字材料，上报给危机干

预协同工作小组，由小组对该事件进行复盘讨论，用于优化应急预案，总结工作经验[18]。 

4. 结语 

高等专科院校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社会媒体的曝光，已经让学生心理危机已成为影响

大学生个体发展和校园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关注，构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是必然

趋势[19]。高等专科院校构建干预突发性心理危机体系的意义在于，能够牢牢地把握高等专科院校正常的

教学秩序与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红线。对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处理，也是考验高等院校部门之间合作的一

道坎，有效的合作，会让部门之间磨合得更熟练，从而对院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把因为突发性心

理危机给学校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校园的安全是牵动着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妥善地

处理心理危机是考验学校的机遇，好的处理方式，会对我们的社会起到积极向上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关注专科生的心理危机干预，研究者们在心理危机的概念，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成因，类型，大

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不断更新的体系，需要更多的理论去支撑高等专

科院校构建突发性生理危机体系，引导和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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