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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要干预？



用平常解决问题的
手段暂时不能应对
或应对无效

具有重大心理影响
的事件危机

确定危机的标准

心理危机： 个体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逆境；
                      不能回避；
                     无法用通常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

一、校园心理危机现状

引起急性情绪扰乱或认知/躯体和行为等方面
的改变，但又均不符合任何精神障碍的诊断



一、校园心理危机现状



l 维护校园正常上课秩序；

l 维护学校学生及教师等心理健康状况；

l 降低或减少学生与教师非正常死亡发生率；

一、校园心理危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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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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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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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

       组长：校长

       副组长：副校长

       成员：德育主任、心理教师、级组长、校医、 安保人员

       职责：制定并定期修订危机干预工作方案

                  明确职责并监督执行小组工作落实

心理危机干预执行小组

      成员：行政级组长、安保人员、心理教师、社工、级组长、校医

二、校园心理危机干预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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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谁？



启动评估
工作

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PHQ-9抑郁症筛查量表
青少年生活事件（ASLEC）

     先测试再面谈

三、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三级心理危机：

l 一级心理危机（即出现一般心理问题的学生）

l 二级心理危机（即出现较严重心理问题学生）

l 三级心理危机（即已经出现或疑似出现心理危机的学生）

三、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一级心理危机：

l 普查或心理辅导过程中发现的一般心理问题的学生；

l 因人际、学习、适应等出现轻微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l 因身边的同学出现心理危机状况而轻微受影响的学生。

三、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二级心理危机：

l 普查或心理辅导过程中发现的严重心理问题，出现明显心理或行为异常的
学生；

l 学习或生活中遭遇突然打击而出现明显情绪行为异常的学生：父母离异、
校园暴力、人际冲突等。

三、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三级心理危机：

       患有严重心理障碍的学生、自杀未遂或有自杀倾向的学生；

三、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在哪里寻找讯号？

以下是留意学生自杀警告讯号的一些有用策略或途径：

l日常观察

l学生周记／作文内的讯息

l定期与学生的闲谈

l从朋辈／社交网络获得的讯息

l学生资料，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及保护因素（家庭结构、生活事件等）

l学生的医疗／精神健康记录

l与家长会面或家访

l学生问卷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观察谁？  

 高危个体（有下列因素之一的是易发生心理危机倾向的个体）

l  情绪低落抑郁者（超过半个月）；

l  过去有过自杀的企图者；

l  存在诸如学习成绩不理想、考试压力大、躯体疾病、家庭变故等突遭重挫者；

l  家庭亲友中有自杀史或自杀倾向者；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观察谁？

 高危个体（有下列因素之一的是易发生心理危机倾向的个体）

l  性格有明显缺陷者；

l  长期有睡眠障碍者；

l  有强烈的罪恶感、自卑感和羞耻感、不安全感者；

l  社会支持系统长期缺乏或丧失者；

l  有明显的精神障碍者；

l  存在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



1、言语上的征兆：

l 在言谈、文章或美术作品中直接
或间接表达死亡或自杀的意念；

l 寻找自杀方法；

l 安顿好各样事情；

l 向家人、朋友诀别；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观察什么？



2、情绪上的征兆：
l     自责、情绪化、易激惹

l     闷闷不乐、容易掉眼泪

l     过度的恐惧或忧虑

l     强烈的内疚感、羞耻感、无价值感

l     情绪低落或麻木

l     兴趣减退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 观察什么？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 观察什么？

3、行为上的征兆：

l  学习退步  （无心上学、经常迟到、不能完成作业等）    

l  离群孤立   （疏远朋友及家人）  

l 越来越冲动、好挑衅（冲突增加）

l 参加高危及自毁的行为（伤害自己、酗酒、滥用药物）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 观察什么？

4、生理上的征兆：

l  劳累及疲倦；    

l 躯体不适增多  ；

l 睡眠或饮食习惯改变；

l 不注重个人卫生等。



l 认知功能减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l 无望及无助的想法

l 自我批评的想法

三、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筛查和识别   — 观察什么？

5、认知上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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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干预？



危机干预目标：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保护并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安宁

• 最低治疗目标

---解决危机

---功能水平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 最高治疗目标

---提升个体心理平衡能力,高于危机前  
的平衡状态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校园自我伤害三级预防处理流程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心理危机发生时的干预（对自杀征兆的学生干预）



如何评估自杀的风险？



自杀风险评估：
l 自杀意念：是否曾想过自杀？

             想自杀的念头持续多久？

             想自杀的念头有多强烈？

l 自杀计划：你思考过哪些自杀方法？

             你有没有为自杀定下时间，日期或地点？

             是否已经采取步骤准备自杀所需的物品？

l 自杀企图：你是否曾经寻死？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对非迫切自杀风险的学生的初步介入：

l         表达关注；

l       引导学生思考解决的办法；

l       制作卡片做视觉提示；

l       持续而密切的观察；

l       和班主任、校外心理专家一起提供支援。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l 立即致电119、110与120（医疗救护组与现场维护组）； 

l 由两名教职员（例如当事人的班主任和心理老师） 与企图自杀的学生对话（心

理危机干预组）； 

l 控制现场，避免其他师生目睹现场情况或闯进事故现场（校园管理协调组）； 

l 立即通知学生家长（家长联络组）； 

l 学生获救后，应立即送往医院进行精神健康检查，并在有需要时留院观察（医疗

救护组）。 

心理危机发生时的干预（对即将做出危害自己生命行为的学生的干预）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危机干预的基本原则：

l先处理情绪，后处理问题
l真诚、理解、接纳、倾听

l “经历了这些事，你一定感到很难受”、“看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你先回来，我们慢慢聊”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心理危机发生时的干预（对即将做出危害自己生命行为的学生的干预）



l 保持冷静，向他表达你的理解和关心。

l 耐心倾听，多听少说，尤其不要教导、批判、责备、怪罪他。

l 提问时要用开放式问题，如发生了什么？你感觉怎么样？

l 要允许他流泪，让他谈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可以跟他谈论自杀。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l 给予希望，让他相信别人是可以给其帮助的，鼓励他寻求帮助和支持；

l 不要让他独处，去除危险物品，转移至安全的地方；

l 相信他们说的话；当他们说要自杀时，应认真对待；  　

l 如果发现一个人有自杀倾向，不要承诺你会对此保守秘密。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不要过多怀疑和震惊而耽误时机

不要让其一个人独处，马上要把他监护起来

“九不要原则”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l 立即致电119、110与120（医疗救护组与现场维护组）； 

l 由两名教职员（例如当事人的班主任和心理老师） 与企图自杀的学生对话（心

理危机干预组）； 

l 控制现场，避免其他师生目睹现场情况或闯进事故现场（校园管理协调组）； 

l 立即通知学生家长（家长联络组）； 

l 学生获救后，应立即送往医院进行精神健康检查，并在有需要时留院观察（医疗

救护组）。 

心理危机发生时的干预（对即将做出危害自己生命行为的学生的干预）



心 理 危 机 发 生 后 的 干 预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危机发生后的教师辅导）

形式：1、召开教职工大会

           2、教职工情绪支援小组

目的：

1. 让教职工掌握危机事件的基本资料及事实；

2. 让教职工分享，疏导情绪； 

3. 让教职工了解危机事件引发的常见反应及需进一步支援的征兆

4. 让教职工掌握应对策略及求助途径； 

5. 识别有需要的教职工作进一步的了解及支援；如有需要，作出转介。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危机发生后的学生辅导）

支援层级 辅导对象 辅导形式 辅导目的

一般支援 一般学生

向学生宣布消息 澄清事实

简短班会 澄清事实/巩固支援系统/识别需要进一步支援
的学生

受轻微影响
的学生

特别班会课 澄清事实/巩固支援系统/心理教育/识别需要进
一步支援的学生

进一步支援  受较大影响
的学生

小组辅导 澄清事实/巩固支援系统/心理教育 情绪辅导/
识别需要进一步支援的学生

特别支援或转介  严重影响受
的学生

个别辅导 澄清事实/巩固支援系统/心理教育/情绪辅导/
订立个人目标和计划/识别需要转介的学生

转介 专业评估及心理／药物治疗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危机发生后的学生辅导）

小组辅导：

心理老师或心理危机干预人员；

8-10人；

受困扰程度相近、经历相同或者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成员；

内容：引入---简单交代事情---解答疑问---分享自身反应---
应对策略---支持系统---识别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学生。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危机发生后的家长辅导）

l 知会家长

l 家长说明会

l 慰问家属（家长干预/哀伤辅导）

l 举行追思活动

l 出席丧礼



l 制订复课计划；

l 鼓励朋辈支援；

l 确保家长参与；

l 预防其他学生模仿自杀行为；

l 避免谣言及美化自杀行为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协 助 自 杀 未 遂 学 生 重 返 校 园



预防其他学生模仿自杀行为；

l识别并支援高危学生；

l观察其他学生是否出现自杀征兆；

l鼓励学生寻求帮助；

l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

l留意他们在社交网络是否出现自杀征兆；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l 制订复课计划；

l 鼓励朋辈支援；

l 确保家长参与；

l 预防其他学生模仿自杀行为；

l 避免谣言及美化自杀行为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发布正面导向的言论）；

四、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原则及流程

协 助 自 杀 未 遂 学 生 重 返 校 园



我市某学校学生坠楼事件心理危机干预：

1、当事学生：先处理躯体问题，再行心理辅导；

2、当事老师：心理辅导+药物治疗；

3、亲眼目睹跳楼的同学们：小组辅导；

4、全校学生：生命教育、挫折教育；

5、学校老师：讲座形式：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处理；

                       危机后的反应等相关知识；

6、全校学生家长：利用电台形式开展家长教育指导；



谢谢聆听！



案例演练：

        小琪是某校初一的学生，1个月前，因为与同学产生矛
盾出现心情差、不想上学，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精神差等
在班主任的介绍下前来求助，经过几次交谈，你和小琪建
立了良好的关系，今天小琪突然在同学的陪同下来找你，
同学告诉你，小琪刚与同学发生冲突，情绪激动，用刀在
手臂上划了几道伤口。

      如果你是这名社工，你会如何对小琪进行干预？



主要内容：
1 、 稳 定 情 绪 ；
2 、 自 杀 风 险 评 估 ；
3 、 转 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