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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心理危机干预？



心理干预做什么？

危机干预（crisis intervention）：也称应激管理，是在    
灾难创伤后即刻要做的支持和预防性的工作。

 特点

l 早：即刻性  (尽早)

l 快：时效性 （小时计算）

l 短： 短暂性， 四周内

l 浅：支持性， 就事论事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宾馆大火夺走325条生命，其中

288人是可爱的中小学生，另有36位教师遇难。火灾原因是

聚光灯发热产生的高温，烤燃了舞台上的幕布，火势没有得

到有效控制，迅速蔓延所致。



5 1 2大地震



马 弘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危机干预的前期准备

1、接到通知后1~2小时内集中；

2、了解被干预人数、情绪状态；

3、对方是否愿意接受干预；

4、面谈还是电话或者线上咨询；

5、评估量表（SAS、SDS、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创伤后应激障碍清单...）；

6、物资（制服、换洗衣物、精神科药物、纸、笔、彩笔）

电话中了解

挂电话后准备



一、什么事？（突发事件）

l 抗疫心理援助

l 某社区抗疫工作人员自杀事件

l 某高校黑人学生冲突事件

l 广西梧州小学生被砍伤事件

l 某公司航空安全事故

l 高中女生上学途中父亲被杀事件

l 频繁自杀事件

l 不确定、未知 ……



公众预防的“维特效应”

        所谓“维特效应”( Werther Effect)指的是两百年前德国大文豪歌德发表的一部小说,名

叫《少年维特之烦恼》,该小说有着异常强烈的时代精神,它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时代的普遍启蒙

意义。小说发表后,造成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在欧洲名声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

维特自杀的风潮,为此,许多国家将《少年维特之烦恼》列为禁书。



二、谁来做？（干预人员）

l 筛选干预人员

     医生（精神科医生）

     心理咨询/治疗师

     社工、志愿者、其他人

l 组队、分工、准备

l 求助与支援



三、谁组织？（干预机制）

谁来领导组织实施（政府联防联控机制）

l 卫健委：应急办、医政医管局、疾控局

l 应激管理部：红十字会

l 政法委、教育局

统一、专业、高效指挥系统



四、和谁做？（工作模式）

心理干预工作模式

l 专业心理团队

l 心理人员参与医疗队

l 多级心理人员联合/督导

l 综合专业团队（防疫、医疗、心理）

l 心理人员参与政府工作队



五、什么时间做
？

谁来定时间？

最佳干预时间？

l 来晚了

l 来早了

l 来的正好

l 来了就好

和时间关系不大和如何做有关

在每个时间段，做正确的事



六、做什么人？（干预对象）

l 一级受害者： 第一线最大暴露于灾难的人

l 二级受害者： 一级受害者的亲朋好友

l 三级受害者： 救援人员

l 四级受害者： 灾区的一般民众

l 五级受害者： 没有遭受灾难，但有悲伤的人



七、怎么做？

制定干预方案

干预方式（线上、线下）

l 个体辅导

l 团体辅导

l 健康讲座

l 宣教推送

干预技术

方案调整机制（应对变化）

定时总结汇报（指导/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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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省突发事件心理危机
干预培训班在江门市举办

2017年省继续教育项目“灾难
性事件心理危机干预”培训班

2019年广东省突发事件
心理危机干预大型演练



大家存在的疑问

l 1、什么是心理危机干预？

l 2、是不是谁（志愿者、老师、政府官员）都可以做危机干预？

l 3、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的区别？

l 4、危机干预怎么做？



危机（crisis）是指人类个体或群体无法利用现有资源和惯常应对机制加以处理的事件

和遭遇。危机往往是突发的，出乎人们的预期。如果不能得到很快控制和及时缓解，

危机就会导致人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出现功能失调以及社会的混乱。



l 1、当个体面对危机时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反应，一般危机反应会维持6―8周。危机反
应主要表现在生理上、情绪上、认知上和行为上。

l 2、生理方面：肠胃不适、腹泻、食欲下降、头痛、疲乏、失眠、做恶梦、容易惊吓、
感觉呼吸困难或窒息、哽塞感、肌肉紧张等。

l 3、情绪方面：常出现害怕、焦虑、恐惧、怀疑、不信任、沮丧、忧郁、悲伤、易怒，
绝望、无助、麻木、否认、孤独、紧张、不安，愤怒、烦躁、自责、过分敏感或警觉、
无法放松、持续担忧、担心家人安全，害怕死去等。

l 4、认知方面：常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信、无法做决定，健忘、效能降低、不
能把思想从危机事件上转移等。行为方面：社交退缩、逃避与疏离，不敢出门、容易
自责或怪罪他人、不易信任他人等。

心理危机的反应



范围 心理问题特征 人数

过去 点对点 心理问题来得急、快、易发现 20人

现在 全社会 慢、隐匿，难以发现 人数众多



2020年5月11日，国家人社部新增“心理干预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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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干预和心理治疗有什么不同呢？

心理治疗 危机干预



心理危机干预的特点

l 1.诊断:迅速对危机作出检查。

l 2.治疗:侧重目前的创伤应激内容。

l 3.计划:围绕目前需要、侧重个体化的问题解决，减轻危机症状。

l 4.方法:认识到有时间限制，用简便的技术来立即控制和消除危机创伤。

l 5.结果评估:求助者在行为表现上恢复到危机前心理平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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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干预的切入阶段

自我介绍；

l        “你好，我是来自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陈捷峰医生。我

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呢？”

以下问题：

l 1、用“江门市心理救援队”代替“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

l 2、不用“我来帮助到你”。



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来自江门市心理救援队的陈捷峰。

我可以和您聊一聊吗？”

     



思考：假如家人要求危机干预，但是本人不愿意或

者不配合呢？老人家、儿童   



危机干预的切入阶段

切入基本原则

l 1、安全保密；

l 2、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差异性，保持价值中立：对他人保持

宽容、接纳、不评判；

l 3、遵循不伤害原则。



同 理 心 ≠ 同 情 心



同情心 同理心
随对方情绪而改变 内在气质、稳定、不易改变

天生、每人都有 后天、需要锻炼

主观、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表达自己的想法 包容对方的观点、不批判

内在：你太惨了，你需要帮助 共情、尝试理解对方感受（生活中富有同理心的人）

例子：一位有自杀想法的来访者

“至少你还有...”

“连死都不怕，你还怕...”

“你想想你的父母和家人...”

“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你也可以...”

“我理解你的感受...”

“听完你的话，我觉得你很孤独，很无助。
现在我可以做的就是尽量陪伴你。”



l “我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幸存者的体验是撕心裂肺的，你这种轻飘飘的话会令他讨厌；

l “你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幸存者常常宁愿死去，他很可能会抱怨自己为什么不和亲人一起遭受苦难，一起死去；

l “你还年轻，能够继续你的生活”——死去的亲人是无可替代的，幸存者会渴望与他们同甘共苦；

l “你爱的人在死的时候并没有受太多痛苦”——实际，死亡是最大的痛苦；

l “她／他现在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快乐了”——这只是你的看法，不是幸存者的看法；

l “你会走出来的”——没有站在幸存者的角度去看问题；

l “不会有事的，所有的事都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还不可逆转。

l “时间会治疗一切的创伤”——说这种话，是在帮助当事人主动遗忘悲剧，而这恰恰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源头；

l “你应该要回到你的生活继续过下去”——或许他也想，但他暂时做不到，而原来的生活轨道也的确不可能再回去了。

尽量不要说的话



美国心理学家Gillinland和James提出危机干预6步法；

l 确定问题

l 确保安全

l 给予鼓励

l 提出并验证变通的方法

l 制定计划

l 得到承诺

危机干预的操作阶段



       从求助者的立场出发探索和定义问题。使用积

极倾听技术、包括使用开放式问题。既注意求助者

的语言信息，也注意其非语言信息。

1、确定问题

“确定问题”= 让对方知道你是理解他的



1、过分概括化。
例如：
˙ “他们看不起我”。
˙“这次考不好，下次也考不好。”
˙“没有人喜欢我”
˙“我是个没用的人”

2、概念不清
询问问题参考如下：
˙目前有什么表现（症状）？
˙（症状）持续多长时间？
˙（症状）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学习、工作、交往、身体、睡眠、饮食等）
˙已经采取过什么方法，效果如何？

3、问题模糊
如：“我很难受、烦死了，生活没意思”等。
许多长时间被情绪困扰的来访者经常会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而咨询员所感受的是模糊的、不清
楚地感觉。这时，咨询员就要设法使这种体验逐渐清晰起来。



最近情绪
不好

两边扩展

时间、地点、人物...
当时你的感受、其他想法、其他人的反应...

向上溯因

向下求果

所以呢？
最后结果怎样？
你的结论是什么？

这样做原因
你的目的...
之前还发生什么



具体化

B

l 了解主诉，各方面情况（ WHO\WHAT\WHEN\WHERE\WHY\WHICH\HOW ）

l 如果0代表情绪好 ，10代表最难受，5代表难受程度一般，用数字来表示一

下你的心里不舒服程度；如头疼，你觉得哪个数字能代表你的问题程度？



为什么式提问

病人不能够具体地解释为什么他不肯去小组治疗

病人：[我不去小组治疗了。]

治疗师：[为什么你不去？]

病人：[因为那个治疗师令我不快。]

治疗师：[为什么那个治疗师令你不快？]

病人：[因为他总是在兜圈子。]

治疗师：[为什么他会那么做呢？]

病人：[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治疗师：[为什么他不知道呢？]

病人：[因为他是个蠢货。]

病人：[我不去小组治疗了。]

治疗师：[我知道你不再去小组治疗，你可以告诉我

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吗？]

病人：[那个导师令我十分不开心。]

治疗师：[他做了些什么令你觉得不开心呢？]

病人：[昨天在小组时我答错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

愚蠢。]



2、确保安全

    评估对求助者躯体和心理安全的致死性、危险程度、

失去能动性的情况或严重性。评估求助者的内部事件及围

绕求助者的情景，如果必要的话，保证求助者知道代替冲

动和自我毁灭行动的解决方法。



3、给予鼓励

    让求助者认识到危机干预工作这是可靠的支持者。通

过语言、声调和躯体语言向求助者表达，危机干预工作者

是以关心的、积极的、接受的不偏不倚的和个人的态度来

处理危机事件。



4、提出并验证变通的方法

    帮助求助者探索他或他可以利用的解决方法。促

使求助着积极地搜索可以获得的环境支持、可资利用

的应付方式，发掘积极的思维方式。



干预者：你可以尝试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改变自己情绪。

患者：哎！我没心情做......

干预者：这......你尝试一下吧，会对你有好处的！

心情不好 无所事事、看手机 疫情有关报道

谣言、负面消息

不想做事 手机弹出通知



5、制定计划

       帮助求助者做出现实的短期计划、包括发现另外的资

源和提供应付方式，确定求助者理解的、自有的行动步骤。



6、得到保证

       帮助求助者向自己承诺采取确定的、积极的行动步骤，

这些行动步骤必须是求助者自己的、从实现的角度看是可以

完成的或是可以接受的。在结束危机干预前，危机干预工作

者应该从求助者那里得到诚实、直接和适当的承诺。



江门市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0750-3125678



现在学会 心理危机干预会吗？



假如干预时很紧张，忘了6步法，怎么办？



心理危机干预6步法
姓名 性别

年龄 干预问题

1、确定问题

2、确保安全

3、给予鼓励

4、提出并验证变
通方法

5、制定计划

6、得到承诺



l 1、一次干预不要超过60mins，有自杀倾向除外。

l 2、可能对方希望要你的联系方式。

l 3、情绪激动或沉默的对象怎样做。
    

干预时的注意事项



干预者的自我照料

      以上情况的出现提示你的身体和心理可能已出现问
题，需要停止目前的工作：

l 忙得停不下来。

l 情绪易激惹，有持续的焦虑、抑郁。

l 身体频繁出问题。

l 频繁出错、经常口误、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下降。

l 频繁醉酒或超速驾驶。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
0750-3509393

江门市社会心理服务
关注公众号-线上咨询

江门市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0750-3125678



             陈捷峰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