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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精神卫生法》的框架下，注重发展性和预防性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促进医疗系统与教育系统合作，

积极实施“医教结合”模式，对提升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专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湛江市中小学推行“医

教结合”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以预防为主、教育与医疗部门协作、整合资源、覆盖目标人群、多样干预

方式、逐步深化为指导原则，建立了卫生教育协同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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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Mental Health Law, it is significant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
gration of developmental and prevent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edical system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actively implement the “medical-education col-
laboration” mode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dical-education 
collaboratio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work in Zhanjia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preven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medical departments,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coverage of target groups, diverse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gradual dee-
pening, has established a coordinated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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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学校的心理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包括学生的自我伤害和暴力的行为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新

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学校对心理危机的管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然而，现有的应急处理系统仍需

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校面临着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工作的重点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缺

乏足够的心理专职教师等等，这导致了心理援助不能迅速实施，从而使学生的心理状态陷入被动的境地

并持续恶化，学校危机干预体系的外延需要扩大。过去对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多聚焦于学校

内的处理，主张应重视校内危机前的预防以及危机干预团队的建设[1]。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环境中，众

多学者已经开发出一系列新的策略，例如通过对教育机构中的心理危机应对措施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心

理危机处理的基本理念和理论框架，并分析了目前中小学生心理危机应对的情况，最后提出了建立以预

防为核心、兼顾治疗的教育系统的方法论建议[2]。此外，廖伊婷(2020 年)也在地区层面建立了涵盖所有

学校的心理危机协同响应机制[3]。另外，应用“医教结合”的模式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践探索也

并不少见。“医教结合”的理念被李铭(2020 年)用于构建一种由学校、家庭和社会组成的三维度心理健

康服务系统中，该系统旨在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4]。同样地，谭咏梅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强

调了“医校协作”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推动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5]。但是，鲜少有人在“医教

结合”模式下构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在新颁布的精神健康法律框架内，强化医疗教育机构的协作是促进中小学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标

准化的关键途径。精神病专科医疗机构在风险评估、精神疾病确诊、心理咨询及后期监测方面拥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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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通过整合社区资源进入校园，构建“医教结合”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填补学校心理应急管理

中的缺陷，并能辅助学校解决突发情况，这对提升和深入中小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有重大价值。 
“医教结合”是国内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新趋势，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和工作内容。本研究以湛江中小

学为例，从“医教结合”的角度出发，在对粤西地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探索，

构建与完善好区域内“社区家长学校–学生心理门诊-12355 青少年综合志愿服务–心理危机干预服务队”

四者联动互助的危机干预体系，形成粤西地区经验，进而在粤西地区的中小学推广应用。这对做好不发

达地区的中小学心理危机的预防和干预工作，使粤西地区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更加规范统一，减少

校园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促进粤西地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

广东省其他地区学校危机干预模型建立和完善有参考的价值。 

2. 湛江市中小学医教结合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实施 

结合湛江市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需求，我们将由“家庭–医院–学校”三者联动互助为核心，就粤

西地区心理危机干预模型构建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探索，并通过整合医疗机构与学校的资源，构建与

完善好区域内“社区家长学校–学生心理门诊-12355 青少年综合志愿服务–心理危机干预服务队”四位

合一的危机干预体系(见图 1)。 
 

 
Figure 1. The four-in-one crisis intervention work model 
图 1. 四位合一危机干预工作模型 

 
1. 开通中小学生心理诊疗绿色通道 
医教结合模式下的学生心理门诊为有效预防中小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打通干预和转介联系，获得专

业医疗机构及社会机构的参与和支持提供一种现实途径。在医教结合模式下，分级分类关注学生心理健

康，包括形成一套明确的体系与制度，以及动态心理测评与干预、高危学生识别与诊疗、就医后的辅导

与康复方案。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安排医生到对接的学校进行危机干预的培训及

指导，心理老师与心理医生进行对接工作。对于疑似或者确定有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的学生，开通心理

诊疗绿色通道，及时与相应的医院对接，心理老师能直接对接到医院的医生，在转介与专家门诊等方面

提供优先服务，负责的医生在对该生诊断后，把信息反馈给学校心理老师，方便继续跟踪，并促进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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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互通，并与本区域的社区家长学校、12355 青少年综合志愿服务建立转介学生心理档案，共

同做好学生后期的辅导工作，帮助其尽快恢复，重新回到学校。具体操作见图 2： 
 

 
Figure 2. Flow chart of green channel in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图 2. 心理诊疗绿色通道运行流程图 

 

2. 心理危机干预服务队的建立与应用 
1) 危机干预队建立 
2020 年，湛江市心理危机干预队成立。同时，在湛江市危机干预队整合各方资源的工作部署，结合

各区的实际情况，重新设定心理健康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综合协调本区心理健康服务和

危机干预工作，整合各类精神卫生资源，完善精神卫生防治体系，组成心理健康宣讲队和突发公共事件

现场心理危机干预队。a) 心理健康宣讲队由心理健康教师与临床心理治疗师、精神科护士 8 人组成。由

队长指派 1 名联络员，负责团队后勤保障和与各方面联系。b) 突发公共事件现场心理危机干预队成员以

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有心理咨询证书的心理健康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多部门人员组成，适当纳入有

相应背景的志愿者。由队长 1 名，指派 1 名联络员，负责团队后勤保障和与各方面联系。 
2) 专业人才的培养 
2021 年，湛江市心理危机干预团队借助了来自市卫生部门、教育机构及驻地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力

量，定期的举办针对中小学心理老师和心理危机处理人员的专门且综合性的实操技巧训练和指导活动，

并进行案例督导和研讨。 
其具体内容包括：由三院的精神病学部门协同中小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举办专题演讲会，重点关注青

少年中最为普遍的心境忧郁症、压力与情绪困扰等问题及其相应的诊断治疗方法及恢复策略进行了深度

研讨；通过各种教学方式如培训班课程或座谈会议等方式回答在校老师对于如何处理学生的内心恐惧或

者需要进一步指导的情况的问题；同时还开展了医学教育的联合项目，邀请协作团队医师进行了多场专

题活动，主题包括从医疗工作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两个不同视角来看学生心理服务的连接，以及针对精

神障碍患者的医学与心理援助；组织区域开展关于中小学医教结合的课题研究，从工作理念、工作机制、

个案工作、后续跟进等方面开展立项研究。 
3) 危机干预进校园 
2023 年，湛江市教育局决定开展心理危机干预进校园，制定了湛江市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进校园工

作方案。以霞山区、廉江市为试点，每个市(区)选取 15 所学校，其中 1 所作为示范点。每所学校邀请精

神卫生机构的专业人员到校开展 2 场面向班主任或全体教师的讲座，开展 1 场面向心理委员或学生的活

动或讲座，开展 1 场面向家长的讲座，示范学校需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霞

山区教育局在“走进校园为心赋能”心理危机干预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上，与湛江市第三医院签订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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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名为《湛江市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医教联合”的工作合同》，双方开始展开协作，共同建立起一套以

社区家庭学校、学生心理咨询诊所、青少年辅导站点和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为核心的危机应对系统，

并在实际操作中投入使用。具体内容包括邀请精神卫生机构的专业人员到校，分别对班主任、心理委员

和全体学生开展不同主题的心理健康培训，增强心理危机识别意识；建立中小学校与医院建立绿色通道，

当学校发现有自残、自杀意念的心理危机事件，转介到对接医院。总的说来，这个协定的目标是寻找构

建以地区中小学校为主体的心理健康服务的综合体，从而实现湛江市教育局和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之间

的协作，目的是为了给湛江市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创建有效的沟通路径，并且进一步完善包含更深

层次的教育医疗融合的工作结构及运行模式。 
3. 设立专门面向未成年人的心理服务窗口 
湛江市 12355 青少年综合志愿服务作为专门面向未成年人的心理服务窗口，由精神卫生系统的专业

人员与专职心理教师轮值，在接待解决普通心理问题学生的问题之余，负责识别及干预心理危机情况，

同时将该学生信息与学校共享，使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能够及时了解和跟进。 
4. 社区家长学校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家庭教育的理念、任务和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家长迫切需要学习与时

俱进的育儿理念，从而在家庭教育的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抗挫能力和家庭的支持力量。湛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湛江市心理危机干预队、湛江市未成年人校外心理健康辅导站联合举办面向家长的“做新时代智慧

型家长”公益沙龙系列活动，由学校宣传和推动，引导家长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进一步推动我市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知识，提高预防心理危机意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医教结合模式下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的实施成效 

1. 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的成效 
1) 中小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更及时 
相较于一般性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心理危机干预更注重时效性、快速反应能力和效果。而有了

医疗系统的加入，在医教结合的模式下，中小学生心理危机得到了更专业、更及时的干预。 
2) 中小学生心理危机信号识别更精准 
借助精神卫生系统的力量，定期的举办针对中小学心理老师的实操技巧训练和案例督导等，为学校

心理教师提供了识别危机信号，干预危机行为的专业知识。借助医疗领域的专业人士对学校心理教师的

训练，能够让他们更精确地掌握高风险人群的特点和危机信号的显现，从而及时进行相应的配合工作。 
3) 中小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更全面 
12355 青少年综合志愿服务与教育局的合作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让未成年人在校内未被识别

的危机也能够被发现，有利于学校方面后续跟进工作的进行，形成一张巨大的心理保护罩。 
4) 给处于心理危机的中小学生创造友好环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家庭教育的理念、任务和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很多父母迫切需要学习

与时俱进的育儿理念，希望从家庭教育的根本上提高孩子的抗挫能力和家庭的支持力量。通过建立社区

家长学校，中小学生家长的教育理念得到更新和专业指导，对心理危机有一定的认知，有效形成“家–

校–医”三合力，为处于心理危机地中小学生创造了更友好的环境。 
2. 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的理论价值 
本研究立足粤西地区学校学情，以湛江为例，将医教结合模式下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模型应用到学

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通过对湛江市中小学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评估，该模型的实施对于推动学

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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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中小学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 
湛江地区的中小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缺乏心理专职教师，在应对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时专业知识

不足，导致工作的重点偏离，应对不及时。依循医教结合的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的工作模式，

给予中小学校强大的专业支援，大大提高了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效率和专业度，学校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更加规范统一，心理危机学生也能得到及时、专业的干预。 
2) 完善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与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 
伴随着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发布，“医教联合”已逐渐成为校园心理健康的

教学方法的一部分。在新法律环境下，深化医疗机构与学校的协作被视为推进中小学校园心理危机应对

工作的标准化关键途径。医教结合模式下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模型的实施，有利于探索中小学心理危机

干预与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粤西地区的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也迎

来了新的契机。 

4. 反思 

本研究聚焦于满足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现实需求，完善粤西地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本阶

段在湛江市实行获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区域存在差异性，该模式还需继续在粤西其它地区开展试用，才

能进一步完善粤西地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模型，对粤西甚至广东其他地区的中小学危机干预工作更具参

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危机干预队作为医教结合模式下的产物，它的设立使得湛江市医疗系统和教育

系统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也是医教结合模式下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能够顺利运行的核心枢纽，

是较不发达地区完善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模型值得借鉴之处。 

5. 小结 

解决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需要一个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社会服务体系。本研究的中小学心

理危机干预模型充分发挥医教结合的优势，降低了本区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率，为青少年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范本。医教结合模式下湛江市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模型探究旨在推动学校、

医院共同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一定能够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深化协作机制，把医校共建打造成一个成功、共赢的盛会，推动

心理育人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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