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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心理健康维护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从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入手,根据危机形成与

干预理论,构建了大学生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体系,提出了对该体系进一步完善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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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healthmaintenanceofcollegestudentsisamulti-levelproject.Thispaper,starting
fromthecurrentsituationofmentalhealthofcollegestudents,constructsthecollegestudents’psycho-
logicaldiseasepreventionandcrisisinterventionsysteminaccordancewiththecrisistheory,andputs
forwardthecountermeasurestofurtherperfectthissystem.

Keywords collegesstudents;psychologicaldiseaseprevention;psychologicalcrisisintervention

  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等原因

不惜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个案时有发生,且有上升趋

势,已引起了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据媒体报道,2008年4月武汉高校连续发

生两起血案,其中一起仅为一双袜子的放置引发口

角,被同寝室同学用水果刀刺死;无独有偶,同期内

山西太原某学院发生了一起爆炸案,该校学生张某

因对教学、住宿和学生补助等产生不满情绪,因而自

制爆炸物,导致了“4·22”高校爆炸案件的发生。因

此,积极预防大学生心理疾病,有效干预大学生心理

危机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大学生心理疾病预防是指高校通过心理素质教

育与培养等方式,减少或避免由于内外因素作用所

导致的大学生个体心理功能障碍。大学生心理危机

干预是指高校对处在心理危机状态下的大学生个人

或群体采取明确有效措施,使之最终战胜危机,重新

适应生活,其目的是减少大学生心理疾病的发生,避
免由于危机引发的伤害行为,提高学校及大学生应

对危机的能力。因此,建立和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

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体系,是高等学校避免大

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发生或恶化的基础。

  一、目前高校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的
情况

  大学生是社会中最活跃、最敏感而又具有一定

知识的群体,他们正处在走向成熟的发展时期。由

于生活阅历浅,社会经验不足,独立生活能力不强,
情感脆弱,自制力差,有的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尤其

是独生子女,从小在溺爱环境中长大,养成任性、自
私等不良习性。此外还有些贫困大学生,因家庭条

件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与关怀,容易养成自

卑、性格孤僻、甚至自闭等性格。他们容易受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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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种各样思潮的影响而产生心理矛盾和冲突,再
加上社会经济转轨,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

生活的深刻变化,致使大学生的心理矛盾和冲突日

益加剧。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表

明[1],大学生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上存在不良反

应和适应障碍,心理疾患发生率高达10%~20%,
并继续呈上升趋势。因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

受到了广泛关注。2005年北京市高校心理素质研

究会对23所高校7000名大学生心理素质与心理

健康状况进行调查与研究发现,有12.66% 的学生

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还有调查结果表明[2],1/4
的大学生需要精神卫生服务,1/10的大学生有明显

的心理障碍症状,急需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我国

大学生心理障碍的类型随性别、年级、专业、地区、民
族的不同而不同。其主要心理问题有焦虑、抑郁、人
际关系敏感、强迫、偏执和精神病等方面。不同专业

侧重点不同:医学大学生一般为焦虑、抑郁、精神病

性;工科大学生一般为强迫、抑郁、焦虑、敌对性等;
师范生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等。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加

快,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统

计[3],目前全国有90%以上高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

心理咨询活动。但从总体上说,我国高校心理咨询

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其危机干预多停留在补救阶

段,预防性危机干预还不普遍,大多数高校仅依靠少

量的心理工作者开展工作,其它部门配合不力,尚未

形成全员参与、分工负责、协调畅通的心理服务体

系,从而导致高校对大学生心理疾病预防和危机干

预还存在很多不足。

  二、大学生心理危机形成和干预模

式

  所谓危机,是指个体运用寻常应付方式不能处

理目前所遭遇的外部应激时所发生的一种反应。一

般来说,将个体遇到自身或外界突发事件而导致心

理失衡,原有的心理稳定状态遭到破坏,而自身在较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常态的心理过程与状况称为心理

危机。大学生心理危机主要是指因身心成长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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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根据危机形成理论,结
合华道云等[4]危机干预模式,按危机处理过程,提出

了大学生心理危机形成和干预模式图,见图1。

图1 大学生心理危机形成和干预模式

  从图1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危机干预可以分为

3个阶段,即危机的形成、处理和重估阶段。其中第

1阶段是危机干预的基础,第2阶段是危机干预的

核心,第3阶段是危机干预的产物,它也可能成为新

的危机干预的起点。在危机形成阶段,压力源可以

分为两部分:一是外部压力,二是内部压力。此时可

能出现一系列症状,如抑郁、急性反应性焦虑、情绪

紊乱等。事实上这些症状并不是疾病,它们只是情

感危机反应的表现。对于大学生而言,内外部压力

主要是指自卑、失落、疾病、人际关系、学习、恋爱、情
感、就业、家庭经济困难、突发事件等引起的心理压

力。在危机的处理阶段,自我作用要大于外界的干

预作用,归根结底是要靠自己去摆脱危机,干预只起

辅助效果。自我干预的实质是自我的心理调节,而
他人干预是从事危机干预的工作者运用专业技能协

助当事人进行心理调节,两种危机干预的方式结合

使用,相互补充,从而能使危机干预产生最佳效果。
在危机的重估阶段,最重要的是对危机干预结果进

行重估。危机处理的最后结果通常有两种:一是危

机得以化解,从而使个体的心灵得到一次新的成长,
心理状态得到良化;二是危机不能得到解决,保持原

状,甚至出现恶化,最终造成学生学习生活不能正常

进行,甚至退学、自杀等。后一种结果正是我们需要

全力避免的,为此,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心理疾病预防

与危机干预体系。

  三、大学生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
预体系的构建

  心理健康维护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

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它应具备如下

几方面的职能:①防御职能。即在素质教育教学中

心组织下,由体育教师、德育教师、社会科学系教师

或经过培训的学生工作者等进行的体质和素质的预

防教育。②发现职能。在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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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选择科学的工具对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建
立心理档案,以便做到心理问题早期发现。此外,对
危机重点人群也应开展排查工作,并建立快速反应

通道,对有危机或潜在危机的学生做到及时发现,及
时干预,并鼓励学生本人积极求助。③监控职能。
在收集学生心理疾病与危机信息的同时,积极做好

监控工作。各院系分别建立由辅导员、学生骨干、班
主任、班长、寝室长等组成的监控队伍,一旦发现有

心理异常苗头的人员及时向系统报告。④干预职

能。心理咨询治疗机构要尽快对当事人进行心理咨

询或心理治疗,协助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减少或摆脱

危机的影响,恢复心理平衡,必要时在校医院精神科

医生和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甄别危机的程度,根据危

机的类型和性质进行不同的处理,努力控制心理疾

病的发生率。其干预途径可采用热线电话咨询、个

别咨询、心理支持性团体咨询、网络咨询等各种方

式。⑤转介职能。校医院要加强与校外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的联系,建立经常的、良好的联络和协作关

系。对学校无力解决的心理异常学生及不属于咨询

范畴的、有严重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学生应转介

到精神卫生机构,及时采取心理治疗或住院治疗等

干预措施。⑥善后及保健职能。危机过去后,主要

使用支持性干预及团体辅导策略,对协助经历危机的

大学生及其相关人员,如同学、家长、班主任以及危机

干预人员,应正确总结和处理危机遗留的心理问题,
使其尽快恢复心理平衡,尽量减少由于危机造成的负

面影响。对已恢复心理健康返校学习的学生,仍然要

关注其心理保健,以求避免复发。依据上述6大职

能,结合信息反馈和控制系统,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

疾病预防和危机干预体系分为3大子系统(见图2)。

图2 高校大学生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体系及信息反馈系统

  1.大学生素质教育系统

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

品质、科学的文化素质和强壮的身体素质,还必须要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全面建设大学生素质教

育课程化教学体系,对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大学生素质教育教学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由体育部门承担的体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另一部分是心理素质教育教学课程。它们相对独立

而自成体系,对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有着重要

作用。
(1)体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学校体育和心理健

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体育教育

是将心智和躯体统一起来的最有效、最容易调控的

一种教育方法,体育学习和锻炼的重要目标之一,就
是保持和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由于体育具有课程

的社会性、内容的运动性、过程的群体性和文化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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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特点,所以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和显著

的影响。大量研究证明:体育教育作为一种塑造人、
培养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不仅能增强学生体质,使
学生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提高运动技能,而且具有发

展学生的智力、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培养集体主义、
爱国主义思想、完善人格发展等作用[5],对增强人的

自信心和责任感,培养果断性、自制力、独立性等个

性品质,帮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一些紧张、
焦虑和抑郁也能受到体育运动的良性影响而明显改

善[6-7]。大学生作为一个身心统一的个体,其身体和

心理是相互制约、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体育教学

中育心功能应和育体同等重要,因此,学校体育教学

的第一功能是育体育心,最终达到育人的目的。
(2)心理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分为两个方

面:一是由德育教师、社会科学系教师或经过培训的

学生工作者等进行大学生发展、人际交往、生命教育

等社会学和生命伦理学方面知识的教育,二是由专

业的心理学教师和心理医生等进行心理学专业知识

的教育。通过开设必修课或选修课系统地传授心理

学及心理健康的知识,如:人际关系、生涯辅导、异性

交往、压力应对、情绪控制等。此外还可以通过专题

讲座、网络教育、发放宣传资料、定期举办橱窗等形

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大学生处理好环境适应、
自我管理、人际交往、恋爱、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

方面的问题,增强处理协调各方面关系的能力,掌握

心理调适的方法,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将心理

问题引发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2.心理危机预警系统

心理危机预警系统是一种从根本上防止心理危

机特别是恶性事件发生的超前危机管理系统。及时

发现和识别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是避免恶性事件发生

的前提,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学校、院系、班级、宿舍

等完整的监控网络,建立家长联系制度。心理健康

指导中心或各院系专、兼职心理辅导员在专业心理

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新生心理测试,建立心理档案,开
展危机重点人群排查工作,以便做到心理问题早发

现、早治疗,防患于未然。要充分发挥班级学生干

部、院系辅导员、班主任的作用,在发现或得知学生

有异常心理或行为表现时,立即找学生及其周围同

学了解相关情况,并及时向相关领导和相关部门报

告,必要时还应联系学生家长。此外,校医院普通门

诊尤其是内科门诊,如果一旦发现一些头痛、头昏、
心慌、失眠、乏力等经医学检查无器质性疾病的学

生,应及时转到心理干预门诊,积极联系院系等相关

部门,互通信息。因此危机预警系统应当包括:组织

人员、与大学生有接触的相关师生员工、预警对象和

范围,预警指标体系与评估标准,信息收集、整理和

分析等危机报告等内容。

3.心理危机干预系统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在大学生心理危机防治

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里的干预系统主要指由学

校内部的教学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心理咨询部门和

校医院等组成的危机干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
校外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也是学校危机干预系统的组

成部分。如一些高校已与校外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建

立了长期良好的联络协作关系。危机干预可以以个

人或团体咨询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网

进行网上心理咨询或电话咨询。对不能通过心理咨

询解决问题的学生应及时转到校医院心理干预门

诊,进行必要的药物治疗。要建立24小时快速应急

反应通道,对发现有自杀企图并计划实施自杀行为

的学生,应立即实行有效的监护,确保学生人身安

全,并迅速通知学生家长到校,共同采取干预措施;
对自杀未遂的学生,应立即送到专门机构进行救治。
对经治疗后回归的学生要进行积极的心理护理,防
止复发。

  四、加强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
工作的举措

  高校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体系是一项综合

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领导、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共

同参与。

1.加强三大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

三大系统之间,虽然危机干预系统是该系统的

核心,但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根本宗旨应是“预防发

展,立足教育”,而危机预警系统又是危机干预系统

的前提。及时进行各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
有利于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避
免因处理不及时、不得当而激发或加重学生的困扰,
给学校工作带来被动局面。

2.整合各部门间的资源优势

学校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领导小组是该系

统的最高组织机构,应由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

任组长,成员包括学生工作处、教务处、校医院、保卫

处、宿舍管理中心、心理咨询中心等部门负责人。除

定期组织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工作协调及长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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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决策外,还应充分整合校内外的各种资源,优化

校内心理环境。针对心理危机的学生,建立有效的

外部支持机制,如加强就业指导,启动大学生就业信

息化工程,对贫困生减免学费,联系国家助学贷款,
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岗位,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

财富观念,淡化校园内贫富悬殊的消费对比,减轻贫

困生的心理压力,合理安排课程,活跃校园文化和体

育生活,增加集体活动。

3.发挥体育与心理的正向效应

由于高校体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相互作用的

正向效应[8],高校应致力于充分发挥体育与心理健

康的协同效应,发挥体育多元化功能,实现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体系中各单位、学科的整合效应,这也有利

于体育学科自身的发展。高校体育可以采取多种形

式,通过体育课程掌握各种运动技巧;通过体育竞赛

和体育游戏活跃大学生活,经过教师引导和教育,陶
冶学生情操、塑造健康人格、形成积极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高校还可以大力发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

动,如成立业余体育训练中心、体育健身咨询中心

等,使学生在课外能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体育活动,并
随时咨询体育锻炼和保健方面的常识,让不同身体

素质、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掌握所喜爱的体育活动

技术和方法,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此外高校

可以组织体育知识讲座,邀请知名专家、教练员等来

校讲学辅导,传播最新的体育科技、信息动态、人文

思想,还可以邀请高水平运动员来校表演辅导,开展

联谊活动,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通过组

织各种体育社团活动,向学生不断地渗透人文精神。
与此同时,应重视体育教师自身的心理素质培养,如
提高教师的心理卫生意识和相关知识理论水平。这

是因为如果体育教师没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丰

富的心理卫生知识是不可能充分发挥体育与心理健

康协同效应的。

4.加强有关人员的业务培训

高校心理教育系统中,除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外,还应将专业人员如心理咨询人员、社会工作

者、精神科医生等定期送到校外专门机构进行再学

习,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对相关人员如

学生工作者、教师、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医护人员等

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对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班

主任、宿舍管理人员及学生干部进行心理素质教育

方面的业务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大学生心理发展的

特点和规律,提高他们对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心
理危机干预能力及他们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5.建立咨询人员督导制

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有关工作涉及到大量法律

和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重视这些知识的学习,规范

服务者的行为,以保障服务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条

件的地方像国外那样对心理咨询师实行督导制度,
这将能确保心理咨询人员道德操守的纯洁性,维持

其高水准的专业化行为。督导制是指由专业的心理

咨询资深人士组成督导小组,定期在高校提供现场

督导及组织专业研讨,咨询员遇到理论上的困惑或

实践中的难题,也可以及时与督导联系,并得到指

导。在加拿大,几乎每一位心理咨询师都有自己的

督导,他们负责对心理咨询师提供长期的职业化的

专业指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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