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2), 476-483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2059   

文章引用: 高琪, 王天骄(2023). 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的基层经验. 心理学进展, 13(2), 
476-483. DOI: 10.12677/ap.2023.132059 

 
 

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和 
干预的基层经验 
——以南开经院五级预警五方联动模式为例 

高  琪1,2，王天骄3,4 
1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2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天津 

4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1月3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16日 

 
 

 
摘  要 

近年来，非典、新冠等重大突发危机事件引发青少年学生心理危机的现象日益引起关注。本文以基层学院

非专业心理工作者视角，以学院基于多年有效工作经验建立的五级预警五方联动危机预警干预模式为切入

点，探讨基层学院层面危机预警的有效机制，以期对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供来自基层一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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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you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major emergen-
cies such as SARS and COVID-19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on-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workers in grass-roots colleges, and taking the five-level early 
warning and five-party linkage crisis early warning intervention model established by many years 
of effective work experi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mechanism of 
crisis early warning at the grass-roots college level, to provide experience from the grass-roots front 
line for teenagers’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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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比如 512 地震等自然灾害，非典、新冠等公共卫生事件等，

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生命威胁，由此引发的心理危机也带来严重影响。青年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

新生代力量，心理发展尚未成熟，面对突发事件和学业双重压力，更容易滋生焦躁、抑郁等负性心理情

绪，严重的甚至发生令人痛心的状况。教育部于 2002 年就颁布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并

于 2012 年颁布了修订版，可见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被高度重视。2018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更明确指出，“要健全完善心理危机预警工作预案，构建心理危机学

生的长期关注与跟踪服务体系，着重关注特殊时点、不同季节、不同阶段的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及干涉工

作，定期开展个案分析与督导，不断提高心理危机预警的专业水平。”心理危机在突发状况下的预警及

干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2. 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事件下大学生心理状况 

(一) 背景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于 2019 年出现，世卫组织把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该病

毒感染速度很快，弥散性广，治疗不及时有生命危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了防止疫情在校园范围内传播，教育部要求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南开大学要求 2020 年春

季学期非毕业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允许返校。2022 年以来，学校更是经历了历时三个月的封闭管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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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活动基本依赖线上方式开展。 
由于疫情发展迅猛以及疫情信息的过载，对社会公众心理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对大学生而言，与

常规就学方式不同的居家学习模式与线上社交方式，让大学生产生焦虑不安等情绪，对心理健康产生负

面作用。此次突发性危机应对再次凸显校园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疏导工作，多次在部署工作时强调要“动员各方面力量

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要加强心理干预和心理疏导，有针对性地做好人文关怀。面对疫情期间学生

心理特点，加强基层一线学生防疫心理教育，构建校园心理健康一线服务体系，系统性建立学生的心理

危机摸排干预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 重大危机事件中人的应激反应 
在突发重大事件情况下，相关人员会进入一种应激状态，产生相应的应激反应，从而导致应激障碍

的出现。 
1) 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主要包括生理、情绪、行为层面上的反应。生理层面的反应可能出现头晕、头痛、浑身无力、

血压上升、心跳加快等情况；情绪层面的反应容易出现恐慌、焦虑、孤独无助等情况；行为层面的反应可

能出现强迫性的言行、容易受到惊吓、抽烟次数增加、饮酒、滥用药物、缺勤次数增加等情况(张迪，2020)。 
以上反应均为在面对突发的重大事件面前会产生的正常反应，部分反应会在经历一定时期后自行消

失，部分会一直存在，从而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疗愈。 
2) 应激障碍 
应激障碍主要包括急性应激障碍、适应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是指由于遭受突发灾

难，甚至危及生命进而产生心理创伤导致的心理障碍。急性应激障碍一般出现在突发的重大事件发生后

1 小时内，出现快，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会持续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会对身心造成很大危害。适应

障碍是指当个人生活上出现了重大变故，比如在生活或环境出现显著变化时容易产生的短期、轻微程度

的烦恼状态以及情绪失调的情况，这类适应障碍一般容易出现在突发的重大事件后的 1~3 个月，一般是

社会功能出现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的创伤性应激事件发生后个体的一种

异常精神反应(张迪，2020)。 
在突发的重大事件后产生的心理伤痛，亟须及时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对于缓解痛苦、增强内在力量、

从而塑造良好社会心态、维护社会稳序而言，心理危机干预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导致大学生出现焦虑心理。疫情来临之前，大学生群体已经适应了大学的学习

生活，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规律，大学生不得不在家中上网课，相比在学校内的生活，他们

的生物钟和课程安排因此被打乱。此外，疫情期间，由于接触到一些疫情导致不良影响的信息，会引发

他们对于自身和家人健康的焦虑，更严重的会影响个人情绪甚至引发身体不适。同时，当所在城市出现

病例或密切接触者时，会使得他们的焦虑更加严重。一方面看，这种行为是对自我健康的负责，是一种

配合国家政府防疫工作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一些大学生因宅在家中无法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导

致精神世界空虚和严重的焦虑心理。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导致大学生出现社恐心理。在疫情的环境下，大学生不得不进行线上学习，对

于一些自制力极强的人来说，依然可以将自己的学习时间合理安排，同时可以通过网络与朋友联系，分

享自己的日常。但是对于部分学生来说，由于疫情的影响，长时间远离外界的学习生活，很可能使他们

适应到这种环境之中，从而难以与此环境之外的人进行社交，即产生所谓的社恐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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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学生出现娱乐成瘾现象。疫情期间，大学生上网课的同时，也伴随着老师

对课堂纪律监管困难、学生频繁接触网络的现象。很多大学生很容易被网络上推送的各种信息吸引眼球，

现在游戏市场异常活跃，各种娱乐软件层出不穷，如果缺乏定力，很容易在其中迷失自我，对娱乐产品

产生依赖，荒废时间，这是一种十分不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现象。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学生出现疑病心理。由于大学生缺乏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症状的了解，会默

认将日常的感冒发热、咳嗽、流涕、咽喉肿痛等常见病状认为是患上了新冠的缘故，进而怀疑自己甚至

周边人员感染了病毒。此外，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更让大学生对自身周边的环境充满了警觉，从而加

剧了疫情下的疑病心理。 
(四) 基于问卷调查的相关研究 
疫情爆发后，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疫情期间大学生心理状况进行研究。苏芮等研究了疫

情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影响与保护性因素。结果显示：新冠肺炎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产

生一定影响，部分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心理。本科生焦虑学生占比高于研究生，大城市学生更容易

产生焦虑情绪，家庭亲密程度影响学生的心理状态。高校要加强学生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认识程度，引

导学生主动掌握防护政策防护知识，提高防范性。高校要加强对学生整体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及时进

行心理辅导，针对不同学生特点，比如不同学历不同居住地同学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普及教育。通

过开展专题讲座，团体辅导等方式，引导学生科学辨别信息，培养积极健康的心态。注重家校合作，引

导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减少家庭矛盾，建立心理健康支持系统，从而缓解疫情下学生焦虑情绪和相应

行为的产生(苏芮等，2021)。 
昌敬惠等通过对广东省 4112 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焦虑情绪发生率约为 26.60%，抑

郁情绪发生率约为 21.16%，在新冠肺炎疫情应激反应状态下，该比例明显上升，比一般事件对大学生产

生影响调查比例要高；要加强对低年级低龄大学生心理动态的关注，加大对低年级大学生提供心理危机

支持力度；非医学背景的大学生相对更容易出现焦虑情绪，对新冠肺炎认知程度越高，出现焦虑情绪的

可能性越低，要重点加强对非医学背景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普及教育，提升个人防范风险能力，提高学生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程度；具有健康生活方式，健康行为的大学生出现中重度抑郁状态的风险比率

相对较小，要加强学生的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传递积极正面信息，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

提高应对风险能力。总之，建议高校要针对大学生不同群体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措施，提高学

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度，倡导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共同抵制消极

情绪影响(昌敬惠，袁愈新，王冬，2020)。 
赵春珍通过自编问卷对在校的 376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要加强对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教育，

提升学生信息筛选和信息辨别的能力，获取关于疫情的真实信息；部分学生会有恐慌、焦虑等不良情绪

的产生，需要建立有效的排解渠道和专业科学的认知方面的引导，帮助学生缓解和克服不良情绪；引导

学生客观理性看待社会危机等应激事件，积极面对，拥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加强学生对国家责任、社会

责任、家庭责任方面的教育引导，树立榜样典型，通过自主能力、亲密关系、生命价值观方面的教育，

促进学生心智的成熟(赵春珍，2020)。 
已有研究表明，在重大突发疫情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具有较为普遍的焦虑心理。因此，在当前背景下，

如何探索通过建立系统的高校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机制，防止大学生不良心理现象的影响范围扩大，具

有重要意义。 

3. 高校的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状况 

(一) 心理危机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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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者对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监测预警的具体工作管理机制的研究和实践工作任重道远。从

长期发展来看，我国各大高校设立的大学生心理危机监测预警的工作管理机制以及配套的运行方式各有

不同。在实践应用速率与成效上，现行的各种管理机制既有其特色优势，也存在各种机制性弊端，会对

大学生心理危机监测预警的工作有效开展产生不利影响。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工作大体

有三种管理机制。 
第一种主要是由专业部门管理。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比如心理健康教研室等专业部门的专业优势。但

是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工作的开展需要和学工部等学生管理部门密切配合，通力

合作，需要围绕学生进行相关工作，而专业部门通常和学生工作涉及不多，相对比较专一，因此开展工

作缺少相关部门的配合，力量较为单薄，难以形成合力，不利于工作的纵深发展。 
第二种主要是由学校学工管理或宣传部门负责。由于学生的心理危机预警工作也是高校重要的学生

管理工作之一，这种管理机制具有危机发现处理的及时性优势，但是由于相关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会

存在危机识别能力不足的情况，影响判断的准确性和干预的精准性。 
第三种主要是由学生思政管理部门负责。这种管理机制会给人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误导。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需要严谨的心理学理论基础，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注重

在思想上的引领作用，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此外还会有高校由医疗部门负责这项工作，但医务人员也存在心理健康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欠缺的

情况，加上本身工作任务繁重，也不利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开展。 
(二) 干预机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在三十年来的反复实践摸索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及

时且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对于保护好学生的生命安全，同时维护校园的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与支持。 
一是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经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其制度建设日趋完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系统性和

科学性。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一项重点工作，需要多部门协同工作，通力合作。目前已形成学校层面主

导、各职能部门协同的工作网，使得职责分工更加明确，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到实处，干预工作已经成为

动态掌握心理危机的全过程，将被动等待转化成主动部署，在制度中体现具体工作思路。 
二是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大幅提高了科学性和专业度。通过设计多学科整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使

得大学生提升其抗挫能力，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多学科整合的教育模式引导大学生去关注心理危机。同

时，专业培训一线教职工的专业成长。近年来，众多中外联合组织的项目蓬勃发展，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摆脱纸上谈兵，让一线教职工掌握工作“利器”。 
三是将心理工作重心前移，注重心理危机预防工作。当下，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提供不同的

心理健康教育方案，进行心理减压活动；并根据学生易于出现心理状况的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预防性工作等。 
四是开创“医教结合”工作模式。“医教结合”使得危机学生可以得到专业心理医生更专业的诊治

和更有针对性的服务。高校在进行心理医疗视角和教育视角的探索融合使危机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服

务资源，尽早回归校园生活。 
五是探索互联网新阵地，开辟网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新方式。在互联网深入生活的大背景下，高

校积极开展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形成线上线下心理危机干预的合力。高校积极探索“两微一端”资

源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高科技技术和网络平台建设对网络动态进行时时关注，及时了解大学生心理

动态变化，及时解决心理问题。 

4. 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机制 

针对上述情况，在充分认识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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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多年实践工作经验，在构建以“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家长”为核心的五级大学生心理危机预

警干预机制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 
(一) 常态化危机预警机制 
将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常态化，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学生自我

救助的能力，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帮助他人的能力，为学生提供应对和处理危机的资源和力量，

让学生面对问题时，懂得及时发现并及时解决；此外，这也有助于持续提高辅导员老师、专业教师以及

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们对心理危机进行识别和化解的水平。因此，总结发展经验，开展多途径、多层次

的预防教育活动，探索常态化预防与干预方法意义非凡。 
一是日常开展有关心理健康及危机应对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

升学生的心理品质，南开大学注重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首先，学校设有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

中心，配有专兼职心理指导老师，针对学生需求和学生特点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如举办心理剧大赛、团

体主题辅导、心理健康专题讲座等；其次，在课程体系中增设《健康教育》《大学生活导航》等课程，

以必修课或选修课的形式实现心理知识的常规普及，大一新生实现全员覆盖；再次，充分利用校园内的

各种宣传媒体，拓宽宣传渠道，建立网络阵地。利用经济学院微信公众号、经院 e 学工微信公众号、年

级微信群等多途径多平台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增强经验交流；在大学生中开展心理危机应对方面

的教育，引导学生识别现存的心理问题，实现大学生自我疗愈与帮助他人的深层衔接，提高学生化危为

机的能力、提升心理素质。一方面通过观看电影、心理团辅、心理减压角等方式，以直观、可视化且有

效的心理危机及应对教育方式与学生进行对接；另一方面通过制作口袋书，宣传页等方式，对心理危机

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普及和教育。 
二是加强有关心理健康知识方面的专题培训、专题研讨以及科研项目培育。学生辅导员、班导师、

专业授课教师作为学生最直接的接触对象，其对危机的识别能力和专业水平的高低对于学生心理危机处

理的时效性和有效性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教师在心理健康知识方面的培训，从而有效提

升教师对于学生心理危机的辨识能力，并且增强教师危机紧急干预的意识，有助于帮助心理危机对象摆

脱心理困境，尽快恢复良性心理状态。学校邀请心理学领域专家、学者来校开展培训，并组织辅导员等

定期到校外参加交流学习；学院鼓励辅导员老师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课题研究，请教授级专家进

行科研方面的指导，提升辅导员科研水平，进而提升其心理危机干预能力。 
(二) 动态化预警机制 
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在构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时更加注重动态监测功能，关注大

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动向，及时发现并处理已显现的心理危机状况，并对危机预警作出即时判断，紧急采

取相应应对措施，以减少或杜绝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帮助学生走出心理困境，以维护好幸福家庭、平

安校园和和谐社会的良序发展。同时，这也是当前高校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工作摆脱理论和实践上的困

境的重要举措，经济学院为此积极探索。 
一是学院建立完善的心理危机预警制度。通过对当前大学生的心理现状进行分析，将心理危机的来

源主要划分为学业困难、人际关系问题、就业压力、经济困难几个方面。学院每周通过下宿舍、下课堂

等方式，对学生中异常情况进行摸排，建立制约因素排查档案，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一生一档，

持续跟进。 
二是学院构建网格化的“五级心理危机预警网络”。一级预警网络，为宿舍网格员。负责了解宿舍

同学心理状况，若发现异常或隐患及时向辅导员老师汇报；二级预警网络，以学生干部和班级心护员为

主，负责定期组织班级同学参与心理健康活动，在班级内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同时与学院老师保持联络，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2059


高琪，王天骄 
 

 

DOI: 10.12677/ap.2023.132059 482 心理学进展 
 

及时关注班内同学异常情况。三级预警网络，以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辅导员、班导师等组成，

负责排查会导致突发危机事件的安全隐患。建立及时上报、采取措施处置、更新情况续报、辅导员和班

委、心护员及时对接的畅通沟通机制，使学院及时掌握学生情况，把握学生问题苗头，及时将危机事件

化解。四级预警网络，依托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由心理中心负责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师生的各类心

理健康讲座，为心护员进行专业的心理知识培训；为学生提供常规心理咨询与辅导服务，跟踪同学并及

时与学院对接沟通；健全危机干预机制，对辅导员、班导师、心护员、网格员以及学生骨干进行心理危

机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组织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并为其建立心理测评档案；对心理测评中出现一

级心理问题的同学进行进一步的一对一的心理危机程度评估和约谈。五级预警网络为家校联动制度。经

济学院高度重视家校互动，做有温度的心理健康教育。学院建立家长微信交流群，保持密切沟通，及时

分享学生在校情况，每年开展家院携手活动，寄给每一位新生家长信件并收取回信，同时对于有特殊情

况的同学(挂科预警等)通过电话、面谈等形式与家长保持沟通，一起探讨学生的个人健康发展等问题，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在南开经院健康快乐的成长。 
三是学院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运行。首先，以现有制度为框架，及时准确锁定危机对象。在新生入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会组织对本硕博新生进行心理测评，以此作为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基础，

对于一级心理问题学生进行重点关注。而后每学期都会对重点学生进行谈心谈话，关注学生学习生活思

想方面的动态，建立重点学生信息台账，一生一档。其次，围绕不同主体，进行多渠道的信息收集。辅

导员、班导师、心护员、宿舍网格员关注预警对象，依托预警指标体系，主动关注、直接了解收集危机

预警对象的相关信息，录入学生的信息台账。再次，深度分析预警信息，实现预警的科学性。预警信息

收集汇总完毕后，由学校专业心理老师分析和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并应用科学理论对危机情况进行等级

划分，判断可能发生的情况，为接下来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开展提供依据。 
(三) “精准化”的五方联动干预机制 
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方面，危机干预人员介入时机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具有关键作用。干预人

员需要分类别多渠道地对心理危机预警对象进行兼具专业性和人性化的个体指导，确保及时准确化解危

机，使学生对自身认识进一步加强，实现自我疗愈与外界力量治愈的有效结合。最终帮助学生实现心理

的成长，健康心态的形成。 
一是健全学院心理危机五方联动干预机制。第一是学院层级。辅导员、班导师结合学生特点，有特

色的开展适当的心理健康活动，通过设立减压心理角，发现学生的异常情况及时上报，通过谈心谈话，

做好沟通协调等工作，尽早进行干预。第二是学生层级。班级学生骨干、心护员、宿舍网格员以高度的

责任意识，与本班同学保持密切联系。定期组织本班同学开展有益于心理健康的主题活动，并鼓励同学

积极参与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团体辅导、心理讲座、戏剧节等活动。第三是心理中心层级。学院和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保持紧密联系，了解学院学生在心理中心咨询情况，对于重点关注学生引介到心理中

心，请专业心理老师进行心理咨询，并视情况开展适度的干预治疗，并积极组织心理健康测评，心理健

康知识普及和危机筛查等活动，及时发现具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尽早进行跟进和处理。第四是家长层级。

对有心理障碍或心理危机的学生，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要取得和家长的联系，在了解成因的基础上齐心协

力，共同开展工作。对危机程度较重者，及时联系家长，请家长到校配合一同做好学生工作。第五是网

监部门层级。联动学校宣传部门，发挥舆论监管作用，避免有关事件的媒体发酵带来次生灾害。 
二是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第一，建立健全治疗体系。对于出现心理障碍或面临心理危机

的学生，以其危机程度进行“分诊”。若程度较轻，为其对接校内心理咨询辅导服务；若程度较重，为

其对接校外专业心理诊疗机构；若情况极度严重，则应及时送往心理疾病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第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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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监护监测机制。以其危机程度进行分级联动监护监测。程度较轻的，主要依托学生骨干、宿舍网格员、

辅导员实时关注学生的情况，对学生进行动态监控，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家长及学校的有关部门；

表现极度严重者，则通知家长及时来校，将学生情况和家长进行全面沟通，安抚家长情绪，建议办理休

学并到专科医院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第三，完善应急干预措施。当学生出现心理障碍或面临心理危机

时，即时启动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健全学院同心理中心、医院以及相关专业机构的会诊、转诊联系机制。

学院保持和学生工作部、保卫处、校医院等单位沟通对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确保干预工作的及时性，

做到对学生心理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第四，建立长效跟踪机制。学院对重点学生的心理危机

状况及时跟进，定期研讨，并在制约因素档案中详细记录，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级分类处理，

并把评估情况及时反馈给学生工作的各级相关部门，定期进行谈心谈话，了解学生情况，确保把握后危

机干预期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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