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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调查，通过对高职院校1205名大学生的心理危机现状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探讨

心理危机预警对策。结果表明：高职院校大学生曾出现过心理危机的学生占比39.8%，主要诱发源集中

于学业发展、人际关系、家庭问题方面，其中危机过后留下创伤等“后遗症”的占比30.2%。基于此，

围绕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现状探索应对方式，帮助学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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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1205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status was investi-
gated, and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early warning countermeasures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9.8% of th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d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the main causes were academic 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
tionship and family problems, among which 30.2% were left after the crisis trauma and other 
“sequelae”. Based on this, we will explore ways to cope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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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危机一词最早于 20 世纪 40 年代被精神病学家林德曼提及，美国心理学家开普兰于 1954 年在此

基础上提出认知论、心理社会平衡论等心理危机干预理论。简而言之，心理危机是指个体面临突发或者重

大生活事件时，其先前的处理方式和惯常的支持系统无法应对而出现的暂时性的心理失衡状态，表现为情

绪、认知、行为等方面的异常，严重时会产生自伤自杀行为的心理反应。近年来，大学生群体出现心理危

机的比率逐渐增大，成为心理危机的高危群体。尤其是高职院校学生，他们学习能力、自主性、自我控制

力相对较弱，且其年龄相对偏小，无论是生理成熟还是心理发展，都在过渡期，价值观、辨别能力都不稳

定，易被外界各种因素影响，比其他社会群体更易出现心理矛盾和困惑，因此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危机

状况。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

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
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

测评工作，健全筛查预警机制，及早实施精准干预”(教育部，2021)。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注其心理健康不仅能够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而且能够完善学校心理健康和预警工作机制，妥善处理学

生心理危机事件，为平安校园建设奠定基础，为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和社会主义建设者贡献应有之力。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法对1250名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得到有效问卷1205份。被试年龄在17~23
岁之间，其中男生 251 人，女生 954 人。 

2.2. 研究工具 

在查阅文献和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自编高职学生心理危机调查问卷，主要包含：心理危机诱发原因、

发生比例、社会支持情况、行为表现以及危机处理等。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数值变量采用描述性分析和独立 T 检验分析及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状况分析 

从表 1 数据得出，在 1205 名有效被试调查中，有 480 名学生曾经出现过心理危机，占比 39.8%，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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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次参与调查的学生当中，大多数学生尚未出现心理危机，出现过心理危机的阶段集中在高中时期，

占比 67.29%。其中在小学出现过危机的 18 人，初中出现过心理危机的 94 人，高中出现过心理危机的 243
人，大学出现过心理危机的 125 人。按照性别划分：男生 18 人，占被调查男生总数的 7.17%，女生 123
人，占被调查女生人数的 12.8%，差异分析反映，男女之间心理危机发生率存在极其显著差异(P ≤ 0.01)；
按照年龄划分：18 岁以下、18~20 岁、20 岁以上三个阶段出现心理危机的比例占被调查对应人数的比例

均在 30%以上，差异分析反映，三者之间心理危机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按照年级划分，发现

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出现过心理危机的比率逐渐升高，这与(董芸，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Table 1.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under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高职学生心理危机分析 

 性别 年龄 年级 

 男 女 18 以下 18~20 20 以上 大一 大二 大三 

N1 251 954 106 1009 90 600 399 206 

N2 18 123 37 415 28 232 160 88 

% 7.17 12.8 34.9 41.1 31.1 38.6 40.1 42.7 

3.2.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诱发源分析 

从表 2 数据可以发现，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诱因依次为：学业问题、人际关系(涵盖情感关系)、
家庭问题、就业择业、经济困难、环境适应、健康问题。总体来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产生主要

来源于学业发展、人际关系以及家庭问题，这与(杜玉春等，2015)的研究保持一致。在出现过心理危机的

学生当中，自己主动寻求危机干预的占比 39.17%，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寻求干预的占比 15%，未曾寻求

危机干预的占比 33.75%，想寻求但没有渠道的占比 12.08%。而在未曾寻求干预的 162 人当中，近一半是

因为当时不知道自己出现了心理危机。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sourc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表 2. 心理危机发生源分析 

诱因 出现心理危机的人数 出现心理危机的人数占比 

学业原因 144 30% 

人际关系 119 24.7% 

家庭问题 106 22.1% 

就业择业 38 7.92% 

经济困难 24 5% 

环境适应 19 3.96% 

健康问题 17 3.54% 

其他问题 13 2.71% 

3.3.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应对现状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发生过心理危机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有 32.5%出现过自杀或者自伤的想法或行为，有

34.79%的学生有放弃学业的想法或行为，有 28.54%的学生出现过离家(校)出走的想法或行为，占比最高

的是其他行为，包括不吃不喝、暴饮暴食、自我封闭、沉迷烟酒等，这些行为并不是单一形式出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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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生可能同时采用两种及以上的应对方式(如表 3)。此外，调查了解心理危机过后存在心理创伤、出现

精神障碍、自伤自毁行为的学生占比达 30%，可见心理危机的干预需长期进行。 
 

Table 3. Coping styles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表 3. 心理危机的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 人数 出现心理危机的人数占比 
自杀或者自伤的想法或行为 156 32.5% 
杀人或者伤害人的想法或行为 27 5.63% 
离校(家)出走的想法或者行为 137 28.54% 
放弃学业(辍学)的想法或者行为 167 34.79% 

其他(不吃不喝、暴饮暴食、自我封闭、沉迷烟酒) 269 56.04% 

3.4.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途径分析 

对 1205 名参与调查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当出现心理危机时愿意寻求帮助的占比 80%以上。可从

表 4 看出，当出现心理危机时，大部分学生都会采取一定的干预方式，其中面对面个体咨询和线上平台

咨询占比最高，这为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了新思路，除了传统的咨询辅导方式，还要

加大网络危机干预平台的建设。从心理危机的干预来看，高职院校大学生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

认为主动参与其中是最重要的一环，其次是家庭介入、社会支持和临床医疗。其中，认为学校干预效果

非常大占23.02%，家庭成员在心理危机中发挥作用非常大占比27.05%，社会支持发挥作用非常大18.84%，

医疗系统发挥作用非常大占比 16.02%。 
 

Table 4. Ways and channels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multiple choices) 
表 4. 出现心理危机会采取的方式和渠道(多选) 

 
出现心理危机会通过哪种形式接受干预 除学校外心理危机还需要哪些因素配合干预 

电话热线 微信、QQ 等线

上平台 线下团辅 面对面个

体辅导 
个体主动

参与 社会支持 临床医疗 家庭介入 

N 80 400 138 491 903 547 312 836 

% 6.64 33.2 11.45 40.75 74.94 45.39 25.89 69.38 

 
Table 5. People who seek help af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表 5. 出现心理危机之后的求助对象 

求助对象 人数 所占比例 

关系密切的朋友 838 69.54% 

父母亲人 759 62.99% 

辅导员老师等 339 28.13% 

心理咨询师 331 27.47% 

恋人 280 23.24% 

其他 152 12.61% 

 
从表 5 可以看出，当大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时，倾向于向朋友、家人、老师等求助，也有部分学生会

向心理咨询师求助，由此可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需要家庭、社会、学校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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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与对策 

4.1. 构建家校社医协同育人的心理危机预警机制 

面对高职院校大学生目前的心理危机现状，应将工作集中在预警上，做到防患未然、预防为主。从

三全育人视角下，全面开展家校社医协同育人，畅通学校和专科医院合作的绿色通道，邀请医疗专家全

程参与危机学生的教育干预和诊断，对于存在严重心理问题或者自杀自伤倾向的学生及时转介，提高危

机干预的时效性。孟祥辉，应丹君(2022)提出家庭成员要全程配合，家庭是孩子出生受教育的第一环境，

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最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也很容易发现学生的心理变化，因此家庭要

和学校有效联动，家庭要给予学生有效的支持和理解。当前很多家长心理学知识薄弱，对于心理问题或

者精神疾病避之不及，直接影响心理危机干预效果。因此社会要发挥其主要的宣传和保障功能，加大精

准帮扶力度，让困难学生感受到社会温暖，让其学会感恩，同时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和良好家庭关系的沟

通方式，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教养方式，对产生心理危机的孩子给予无条件积极关注，并定期与医校互

通有无，帮助孩子度过困境、顺利成长。 

4.2. 建立完善的心理危机预警体系 

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中，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将心理危机消除在萌芽

状态，将心理危机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要到达这一效果，就要建立完善的心理危机预警体系。第一、

统筹谋划、规范管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不只是心理中心和辅导员的工作，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各个部

门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形成心理育人合力。第二、优化心理危机的监测指标，对学生常见问题和压力

进行分析，明确那些指标容易影响学生心理变化，从而加大监测力度。第三评估危机等级并启动干预，

郭兰，龚育(2008)提出建立百分制干预线轴，根据危机警情的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干预模式。做到干预前

期有预案、中期有条理，后期有总结。学校要对危机学生进行动态跟踪管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心理支

持和安全监护。 

4.3. 搭建畅通的心理健康教育渠道 

根据调查可见，学生对心理健康工作提出了要求，学校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投入度和强度。第

一、强化心理健康工作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四级机制每一级的力度，尤其是学生班级和宿舍

的功能，成立班级心理小组，及时关注到班级成员的动态，对有困难的学生及时沟通，情况严重时立刻

上报。第二、提供心理支持服务，打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服务队伍和心理咨询室，为学生提供线上线下

的咨询渠道以及心理援助热线等，避免出现找无可找的情况。第三、深入开展挫折教育和生命教育，帮

助学生提高应对挫折的能力和心理韧性，了解生命的起源，正视自我、珍爱生命。第四、开展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举办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校园文化节、非遗文化节等，给学生提供学习和展示自我的平

台；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团体活动，走出宿舍、走下网络、走向户外，通过面对面的形式开展人际和学习

交流。第五、坚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系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向大学生

们做好心理健康宣教工作，让学生增强辨别能力和意识，学会如何正确处理发生的心理危机。 

4.4. 构建心理危机长效应对机制 

目前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主要侧重于危机发生的即时阶段，对心理危机的前期预防加大投入力度

后，后期的干预仍需要关注。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心理动态很容易发生变化，一些学生可能

前期被监测到危机指标，但后期可能完全消失，反之亦然。第一、在心理危机预警工作开展过程中，要

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并通过测评和访谈将重度和中度心理问题以及有心理问题史的学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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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名单和个人档案，根据评估进行危机等级划分，组织心理咨询老师和医疗专家定期对其进行随访，

鉴定其心理水平，将随访结果及时与负责教师和相应部门进行反馈，一旦发现学生出现危机苗头，快速

处理。第二、充分发挥心理预警队伍的力量，对有严重心理危机的在校生，应当给予其适当的关注，安

排心理辅导员、心理委员、宿舍信息员等密切监护，避免出现危及生命健康的事件发生。吴丽玫(2022)
对休学治疗的学生保留其学籍，学生辅导员和学校心理中心教师在其休学期间定期电话或网络随访，掌

握学生心理复原情况，在必要时刻送上支持和帮助，直至其复学毕业。第三、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构建家校社医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一个环节的支持，编织一个属于学生的“心理防盗门”，

形成以学生为核心，家校社医为生态系统的运行模式。第四、推动心理育人的嵌入式发展，将心理育人

与思政育人、资助育人、实践育人等相结合，借助多重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打通心理健康壁垒，让

学生能够全方位学心理、知心理、用心理、护心理。 

5. 结论 

综上所述，加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工作的开展很有必要，要以大学生为中心，建立行之有效的家

校社医协同育人机制，充分发挥每一个环节的力量，形成聚焦式心理危机预警力量，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搭建良性生态支持系统。通过心理预警指标监测，确定大学生心理危机等级，及时开展干预工作，并做

到一人一档案、长期跟踪，动态监测，有效干预。此外，心理危机预警重在“预”，可以通过课程、活

动等形式进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的危机应对策略，能够有效帮助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

平，防止极端事件的发生，切实提高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育人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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