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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上海某高校一例大学生因失恋引发抑郁问题的心理案例研究,聚焦高校心理危机

干预方法探究。结合大学生由于现实事件引发的心理危机特点,搭建从学生本人、寝室同学、班级同学、

心理委员等班干部、学院心理辅导员以及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分级网络,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工作

机制。 

[关键词] 心理危机干预：失恋；抑郁 

中图分类号：G811.116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教育部延迟了春季的开学,

伴随着长达一个学期的网课学习,学

生在家里居家隔离学习,无法正常到

校参与学校学习和社交活动,可能会

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失调。伴随着九月

份开学,返校后学生的心理问题需要

引起广大辅导员和高校心理健康工作

者的关注。高校大学生由于心理调节

能力的匮乏致使其在面对困难时很容

易产生心理危机,虽然生理上已经趋

向成熟,但是心理状况还不足要求,现

阶段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大学生在校

极易产生心理问题。本研究通过案例

启发,探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方法,搭

建分级网络,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的协

同工作机制,为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提供参考。 

1 心理危机的认识和识别 

1.1研究的缘起 

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经常会遇到应激

或挫折,一旦这种应激或挫折不能自己

解决或处理时,则会发生心理失衡,而这

种失衡状态便成为危机。返校后,较多心

理抗挫能力不足的学生都出现了一些心

理不适。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不平衡 

 

的特殊时期,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

的八阶段理论,此阶段面临的发展矛

盾是建立亲密感克服孤独感,建立友

情和爱情,发展爱的能力是他们成长

的需要。但是大学生的情感丰富细腻

同时,做事也会易冲动。当恋爱方面遇

到挫折等难题时,如果没有得到及时

的关注和有效指导,会产生挫败心理

甚至过激自伤自杀行为。因此,重视大

学生恋爱问题,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

健康的恋爱观,是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 

 

的重点。构建大学生恋爱心理危机干 

预的预防机制,联动同学、班干部、辅

导员以及心理健康中心的分级网络,

能够第一时间识别和及时干预。同时

构建家长学校社会的协同机制,一体

化、系统化将伤害降低到 低。 

1.2案例呈现 

某高校一位男大学生,小 A(化

名),21岁,大三学生,个人主诉疫情返校

第二天女友提出分手,之后一直无法接

受,情绪低落,有过激举动,睡眠质量较

图一  五级心理网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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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控制不住自己去想分手的事,偶尔有

流泪情况。性格原本外向,固执,不抽烟,

偶尔喝酒。 

2 心理危机的表现 

辅导员 初发现这个案例是小A的

女友主动求助,她反映联系不上小A,比

较担心他的安危。原因是昨天对他提出

分手,之后小A就做出了撞树、想投湖等

行为,幸好被路过同学拉住。 

之后的交谈中,小A透露 近的状况

还是不理想,晚上睡不着会跑去宿舍顶

楼想跳下去,存在明显自杀意图,同时他

还在网上搜索有关自杀的方法以及比较

哪种方法不痛苦。辅导员启动了紧急危

机干预,把小A作为疑难个案转介给了学

校专职心理咨询师。第一次危机爆发时,

小A在社交网站发布自杀文字,宣布离世

同时手机失联,无故消失。第二次心理危

机,小A被同学看到在湖边痛哭,之后一

溜烟跑走,给前女友发自杀短信,再次半

夜手机失联不见踪迹。 

3 心理危机的应对——建立心

理危机下的分级网络 

高校学生的危机干预五级网络机

制包括学校、学院、班级学生干部以及

宿舍成员。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专业咨

询师是一级网络,专业咨询师具有丰富

的案例累积经验和训练有素的解决方

法,负责危机事件的预警和把控。学院

层面的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联结辅

导员和学校学生工作部分的沟通,另外

必要时代表学院行使管理职责。学院的

心理辅导员依托心理中心的培训指导

也是有专业背景的心理工作者,带班辅

导员是学生的直接辅导员,比较了解学

生的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对接学生和家

长。二级网络是纽带,联结着学校和学

生,同时也是三级网络的支撑。第三级

网络中班级心理援助小分队由经过岗

前培训有资格证书的心理委员为首,联

动核心班干部成员的构成,可以第一时

间将心理危机学生的情况及时回报辅

导员。第四级网络的成员是寝室成员,

寝室长经过专门的心理危机干预与识

别培训,在寝室长的调动下寝室全体成

员团结一致,共同灵活应对。 后一级

是学生求助愿望、及时反映异常情绪动

态以及自我情绪的调节和改变的动机。

这是心理危机干预下的个人层面,也是

重要的环节。高校心理五级网络的构

建,基于前期需要投入的心理教育、岗

前培训和实践累积,当警报响起时可以

全方位、高质量、多层面对心理危机干

预实施启动,有助于降低心理危机的损

害,促进大学生转危为机。 

3.1快速发现 

小A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布离世宣言

后,网络在线同学看到后第一时间报告

学校保卫处、110报警求助,同时寝室同

学汇报心理辅导员,班级中组建心理危

机小分队,成员由寝室同学(3人)、班长、

团支部、心理委员(2人)七位同学组成。

小分队又迅速通知班级同学迅速寻找目

标人物。 

3.2及时汇报 

辅导员知道后第一时间汇报学院分

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由副书记再上报

给学生工作部的老师。同时,辅导员向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求助、并且

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孩子的心理危机情况,

并且让家长买 快的飞机票尽快赶来学

校,共同商议接下来的处理方案。 

3.3果断干预 

学院辅导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对小A的情绪进行了安抚,小A身着单衣

掩面哭泣,声嘶力竭的说自己很痛苦。辅

导员保持冷静和耐心倾听,让他倾诉自

己的感受,认可他表露出的情感,不试图

说服他改变感受。危机处于突发期,要平

稳度过突发期的峰值,使小A能够逐渐平

复情绪接受现实。 

3.4安全监护 

出于对小A安全问题的考虑,担心

他再次出现自杀行为。为了避免当事人

独处,辅导员安排同学去除可能导致其

轻生或危害其安全的危险物品,不让小

A处于阳台,楼顶边缘,远离喧闹场所等

易发生危险情况的场所。成立临时监护

小组对危机当事人进行监护和陪伴。辅

导员和小分队决定陪伴在小A身旁,辅

导员在学院领导的许可和心理中心老

师的建议下,提前预定了两个迎宾楼的

房间,和寝室同学安全监护一整晚。直

到第二天家长来校,把学生安全交给监

护人手上。 

3.5安全承诺 

第二天学生情绪平稳之后,让学生

签署在校安全承诺书,以此约束他的自

杀行为。根据相关研究,曾经有自杀想法

和计划的人在后续还会有较大可能的自

杀冲动。 

3.6立即就医 

当发现小A的情况超出心理咨询的

范围后,及时的就医有助于他心理问题

的缓解和治疗。 

4 心理危机干预的协同工作

机制 

4.1家庭助力 

小A的家庭结构完整,社会支持系统

较好。小A父母在得知孩子心理危机事件

后,果断快速地乘坐 早的飞机赶到学

校见到了孩子。并且在学院与副书记、

心理辅导员以及学校心理健康中心老师

共同商量干预方案。由于小A 出现的心

理问题的自我伤害性和应激性超出了学

校心理咨询的范围,心理老师建议家长

带学生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

家长的行动力和执行力促进了小A较好

的就医。 

4.1.1同学合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在这

次的大学生危机事件中得到了很好的彰

显。学院同学、班级同学都选择第一时

间出发救人,班级中成立紧急救援小分

队,大家分工合作,留守宿舍等候、外出

寻找、负责报警、联系保卫处等等。 

4.1.2院校联动 

前期学院的心理辅导员对小A 的支

持、心理问题的评估以及转介,后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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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中心的联动,心理辅导员接受学

校心理健康中心危机管理员的督导、协

助评估和危机安全承诺书的签署。 

4.1.3学校各部门联动 

危机事件爆发后,学校心理健康中

心老师、保卫处人员、校医院的医生等

立刻赶往事发现场,同时,学院副书记向

学生工作部门领导汇报情形,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及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与学

生工作部门共同商讨应急方案,学生心

理健康中心的危机管理员指导学院心理

辅导员如何与学生沟通,关注其自杀计

划,与他探讨自杀。保卫处收到学生报警

电话后立即出动巡逻车安全监护,在学

生无生命危险的情况后,又驱车携带学

生和老师去学校迎宾楼安全房间安置,

直到学生平稳安全入住房间才离开。校

医院的医生紧急布置防止意外发生积极

营救。 

4.1.4家校联动 

家庭的支持、理解、及时带孩子就

医也是关键的一环,本次案例中家长非

常配合第一时间购买飞机票推掉所有

工作来校,与学院老师、学校心理健康

中心老师进行三方会谈,制定应对方

案。采纳咨询师的建议,带孩子前往市

区的精神卫生中心就诊,接纳孩子遇到

了心理问题,积极看待心理治疗和咨

询。每一步进展都及时汇报学院的辅导

员,很积极配合地完成就医各项事项。

在第三次危机事件发生后,再次来学校,

与学院老师共同商量下,同意为孩子办

理休学手续。 

4.2社会支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在

这次的大学生危机事件中得到了很好

的彰显。初高中同学选择远程报警,救

援过程中消防员、警察都在恪尽职守

挽救生命。 

5 危机中的成长与反思 

心理危机中暗藏的“机遇”是自我

发展的契机,危机中的“信号”提示我们

以往应对模式失效,需要更新人际关系

的相处模式。危机中的“修复”,童年期

的创伤、未完成或者应激障碍等需要修

复。分析与总结此案例,聚焦疫情返校后

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方法探究。通过构

建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工作机制为类似

案例提供借鉴,希望能为后续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者提高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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