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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在–人本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取向，强调个人经验、自由和理解人类存在的责任，广泛应用于心理治

疗领域。心理危机干预作为一种旨在预防、响应并有效管理紧急情况的专业实践，既是心理专业学生的

技能之一，又对提升学生本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理

论较为分散，与技术的整合性不足；侧重于技能训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内在需求和心理发

展。本研究提出新的“以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为核心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体系，力求将其

逐步打造成一门具有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致力于提升心理韧性和积极心理品质，

具有动态更新机制的活力课程。率先在师范类院校中探索建立有特色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体系，探

索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五四三二”教学体系模式，培养兼具实际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能力和积极心理品质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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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ential-humanism is a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 that emphasizes individual experience, free-
dom,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understanding human existence,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psy-
chotherapy.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as a professional practice aimed at preventing, res-
ponding to, and effectively managing emergencies, is not only one of the skills required for psy-
chology students but also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to cope with 
sudden events. However, traditional courses o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often lack in-
tegr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techniques, focusing predominantly on skill training while to some 
extent neglecting students’ individual intrinsic needs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course titled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with Existen-
tial-Humanistic Psychology Theory as the Core”, aiming to gradually develop it into a vibrant cur-
riculum characterized by humanistic spirit and human care, focusing on addressing real-world 
problems, and dedicated to enhanc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
ties, with a mechanism for dynamic updates. Pionee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stinctive curri-
culum system fo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normal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a teaching model known as the “5432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Teach-
ing System,” aimed at nurturing students who possess both practical skills in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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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作为各领域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教育模式和课程内容的改革与创新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焦

点，师范院校更是承担着培养我国未来教师的重任。针对现高校《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中有待改进的方

面，本研究在前期调研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广东省实际和该课程运行经验，探索以存在–人本主

义心理学理论为核心的《心理危机干预》教学体系，整合心理危机干预教学内容的同时，提高对师范生

积极心理品质的塑造，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和灵活认知能力、社会适应能力。 
心理危机是指当人们面临突然的或重大的生活事件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为处在危机事件中，

并产生心理失衡状态的当事人或人群，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人群，提供及时的、专业的心理援助就是

心理危机干预。目前社会上各类型突发事件引发的心理危机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亟需专业人员使用专业

方法进行处理和应对。科学的心理危机干预对于国民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广东省高度重视学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2018 年发

布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危

机识别和干预工作。2020 年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发布了《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手

册》；2021，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专家制定了《中小学生心理问题干预指引》等，为学生心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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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干预工作的开展提出专业指导。广东省教育厅 2021 年在省政协座谈会上回复政协委员相关提案时提出，

拟制定广东高校和中小学心理危机筛查两个工作指引，健全“预防–预警–干预”工作机制(薛江华，陈

素雄，2021)。 
《心理危机干预》课程在高校心理系的开设具有相当的社会重要性与迫切性。在大型公共卫生事件、

自然灾害、侵害等各类危机多发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当事人的心理辅导和干预工作，有效预防灾后心理

疾病的产生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地震、洪水、疫情等灾后救援工作中，我

国高度重视灾后人员的心理援助和心理重建工作，将其放在与家园重建、健康重建同等重要的位置，因

为这关乎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而在校园内，及时识别青少年学生的危机事件与心

理危机状态并及时做出干预，也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然而，能有效开展心理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的专

门人才仍然短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等学者发文指出，需要紧密结合社会

需求，完善科研院所、高校、职校社会心理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完善专业人

才培养制度(李兰，张亮，王易之等，2023)。因此，高校应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工作者。尤

其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掌握专业的危机干预技巧、处理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是必须掌握的

专业技能之一，也是心理学工作者的职责。该门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了专业基础课并掌握一定的心理学

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认识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理解实践学科与操作学科的基本理论、概念，

掌握操作方法，为以后在实践领域中的应用打好基础。然而目前在广东省高校中以学科专业课开设《心

理危机干预》的院校仍比较少，心理危机干预技能的传授多放置在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等

开展相关人员(如各院系辅导员、实习咨询师等)的培训项目。 

2. 当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课程开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开设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主要开设在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公安警察院校等，但缺乏统一

的教学模式，存在“医教融合型”、“思政与专业融合型”、“传统心理治疗理论型”等多种模式(季文泽，

汤琳夏，2019)。近年来，有一系列院校开始尝试对危机干预类课程进行改革，例如在警察类院校开设“立

德树人”理念下的整合式教学，即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类课程的教学(林建，

2022)；在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系中进行技能训练、教学实践、临床实习和综合演练相结合的心理危机干预

人才培养模式等(蒋娟，王佳，王毅超，2021)。而在师范院校中，心理危机干预的内容通常放在心理咨询

与治疗课程模块下开设，或以工作坊、论坛的形式开展。另外，在目前数字化教育的背景下，也有高校探

索线上课程和在线情境互动课程以提高危机干预技能的效果(董旻晔，贾芷莹，王建玉，等，2019)。基于

情境模拟的危机干预在线课程多被应用于对心理危机服务人员进行培训和评估(董旻晔，2019)。 

2.2. 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不同类型高校对危机干预类课程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在具体教学内容和人才培

养模式上仍存在有待改进的问题。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我们认为存在内容庞杂和缺乏体系的问题，并

忽略了学生本人积极心理品质的塑造，没有充分体现以“人”为中心的特点，也缺乏鲜明的课程理念。

以广东某师范学院现有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为例，该课程为应用心理学专业选修课，内容主要由“心

理危机干预的基本理论”、“心理危机干预的一般理念”、“特殊领域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方法和案例

分析”、“干预方案设计”四个部分构成。在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一般理论加具体类型”的内

容架构，也是目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理论课的主流模式。其教学内容通常包括：危机干预的理论，

基本的危机干预技术，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性暴力，虐待，成瘾危机，居丧危机，公共机构中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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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为，人质危机，危机中的人类服务工作者等。我们认为这一内容体系虽然从逻辑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在实际教学中仍暴露出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亟待改革和完善。 

2.2.1. 基本理论较为分散，缺乏一个统合应用于各种危机的理论 
现有课程中理论部分涉及到多种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流派，广度较大但重点不突出。虽然比较全面，

但限于课时原因，难以深入讲解各个理论流派，或给学生充分的机会深入理解。因此在后期利用这些理

论分析具体危机个案时，容易出现找不准重点的现象，不能快速形成有效的思路，也缺乏比较结构化的

干预方案，不利于初学者早期的学习和迁移。 

2.2.2. 理论与技术的整合性不足，对技术的应用易流于表面 
现有课程中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理论和特定的技术的整合度不够高，因为目前心理危机干预的技术

通常是心理咨询通用的技术，如倾听、共情、具体化、面质等面谈技巧、团体咨询技巧等，对特定理论

中有针对性的技术讨论不足，导致学生在学习了相应理论之后，还是不懂得如何根据该理论设计具体干

预方案，并灵活使用相应技术进行干预。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可以统合各危机类型的理论及其技术加以

重点讲授，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分析案例、形成干预方案、强化技术应用能力。 

2.2.3. 强调职业技能训练，对学生本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塑造不够 
目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仍以问题解决取向为主，即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专业化培养，将如

何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与心理危机有关的问题作为课程重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另一

个问题，就是学生本人是工具的使用者，是能力运用的主体，主体本身的心理健康状况对于工具使用的

结果好坏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心理服务工作，工作者本人的心理品质、素质不仅会对来访者的心

理治疗起到直接作用，也决定了自身同情疲劳或职业倦怠的程度，因此也应该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因而

不论是从学生的成长和潜能激发的角度，还是从职业能力提升的角度，都亟需在本课程中进一步体现对

于学生本人积极心理品质的塑造，从而形成“双中心”、“双重点”。 

2.2.4. 教学模式和手段仍较为传统，需要与时俱进 
尽管在心理危机干预课程的前期实践中，教师通常会注意使用综合的教学方法开展课堂教学，但是

在模式和手段上仍然显得较为传统。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频发、自然灾害多发以及新冠后时

代的大背景下，更需要结合社会实际进行实时分析与热点追踪。这就需要引入更新的教学手段，扩展书

本知识，在社会这本大书中学习、实践，同时也是对课程的动态更新。 
另外，目前广东省师范院校中开设本科生心理危机干预专业课的院系仍显不足，也尚未形成比较完

备的课程结构体系。如何在师范类院校中探索建立有特色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体系，培养具备校园

心理危机干预实施技能的师范生，也是一项新的重要课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前期调研和文献查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本课程开设运行以来的经验，提

出了新的“以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为核心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整合”体系。 

3. 使用“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统合《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体系的理论依据与

可行性 

之所以将存在–人本主义作为统合心理危机干预课程的主导力量，是因为该流派的理论和技术可以

用于理解各种类型的心理危机，并在实操中具有容易操作和效果容易显现的特点。心理危机干预理论众

多，在扩展危机理论中，就包括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适应理论、人际关系理论、混沌理论、发展

理论等，各种理论呈现出对于心理危机及其影响因素的不同理解。而相较于其他的心理危机干预理论，

我们认为存在–人本主义是更适合进行统一整合与系统学习的心理危机干预理论，有以下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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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人为本”是所有心理危机干预的核心理念 

人本主义(Humanism)治疗大师罗杰斯曾说：“这个世界将是更人性的，也将是更人道的”(卡尔·R·罗
杰斯，2006)。可以说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工作，首先和始终要把握以人为本、以来访者为中心的理念开

展工作。“人”是心理危机干预关注的对象，人的需求应被置于首位。人本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多种层

次的需要，也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在心理治疗中咨询师主要是提供一种包含了共情、真诚透明和无条

件积极关注的氛围，激发来访者的潜能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心理危机干预主要是为受到重大创伤事件

的人员提供紧急心理援助，帮助他们恢复各项适应功能。危机中的个体情绪问题异常突出，对其进行工

作首先就要建立信任、安全和接纳的氛围，赢得当事人的配合，才能进行情绪问题的疏导等工作。随后

阶段的干预过程，也是以牢固的咨访关系为基础，这些都是人本主义理论关注的重点。 

3.2. 存在主义强调对于自己命运的把握，符合各类型创伤的干预理念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一种哲学意味浓厚的理论，研究人的本真和存在，其在心理治疗上的启示

主要在于强调自我觉察，强调个人做出选择，通过选择创造意义(马丁·海德格尔，2014)；并影响了一系

列重要的心理治疗流派，其中以格式塔治疗为代表。存在主义取向的心理危机干预认为，心理危机干预

的最终目的不是消除症状本身，而是要重新启动个体的潜能，帮助其做出对自己负责任的行为选择，发

展出为自己负责的行为模式，重获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从而恢复心理平衡状态。存在–人本主义应用

于心理危机干预中的特点还包括：关注个体的主观体验；强调个体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重视人际关

系和社会支持等。这些观点符合各类型心理创伤干预的理念。 

3.3. 存在–人本主义对学生作为人类服务工作者的潜能培养也具有积极作用 

相比其他的心理危机干预理论，存在–人本主义更加强调咨询师(人类服务工作者)本人的心理资源和

能量，因为它不是一种纯技术取向的、而是态度取向的治疗方法，来访者通过咨访关系像透过镜子一样

观察他自己。存在–人本主义理论的学习可以促进学生深入思考人性、人生意义、自我成长等相关命题，

促进自我认识和潜能激发。如前文所述，心理服务工作者本人的心理品质、素质不仅会对来访者的心理

治疗起到直接作用，也决定了自身同情疲劳或职业倦怠的程度，因此也应该是关注的重点。存在–人本

主义对于学生的成长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塑造具有积极作用。 

3.4. 技术上有较强的普适性 

与其他心理危机干预理论相比，存在–人本主义取向咨询的技术具有更强的普适性。一方面，在接

纳、安全和尊重的氛围中使用各种非指导性心理咨询技术是心理危机干预的基础；另一方面，注重此时

此刻、提升觉察力；通过放松技术、空椅子技术、艺术性的表达释放等技术适合解决大多数的心理危机

问题。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存在–人本主义治疗技术，有利于学生在心理危机干预实践中迅速形成有效的

分析思路和干预方案。 

3.5. 存在–人本主义取向的心理危机干预便于和其他理论融合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们主张使用存在–人本主义理论贯穿《心理危机干预》的教学体系，但并不

代表存在–人本理论和其他理论流派是相互对立或排斥的关系。相反，我们认为该理论适合与其他心理

危机干预理论进行融合。本课程仍会介绍其他主要的理论并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以存在–人本主

义为基础，根据危机个案的实际情况适当融合系统理论、混沌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等，以综合运用，帮

助解决当事人的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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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心理干预，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结合。人文关怀对心理疏导

具有统领和指导意义，决定着心理疏导的方向，也是心理疏导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杨鑫铨，2015)。人本

主义关注人类的理智能力，相信人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控制自己的命运；存在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存

在，认为个人具有选择的自由，人的自由表现在选择和行动两个方面。前人研究认为，“人本主义和存

在主义的贡献主要不在于相关服务模式的发展，而在于其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价值基础和思想

基础”(谭文静，李金娟，王丽，2007)。从中可以窥探其之于心理治疗的重要意义，也符合本课程下人才

培养的目的与内涵。 
因此，通过将存在–人本主义贯穿于整个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这一方式，可以将较为分散的各种心理

危机干预理论和技术加以有机统合，密切了理论和技术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增强了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

技能应用解决实际心理危机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加强塑造学生本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双管齐下，围绕着

“人”这一命题和理念形成课程内核，提出了“让更有效的人，以更人性的方式，做更有效的人类服务”

这一课程理念。 

4. 存在–人本主义应用于高校《心理危机干预》课程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4.1. 探索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五四三二”教学体系模式 

在课程体系上，探索建立五模块，四技能，三贯穿，双重点的“五四三二”教学体系模式，具体包

括：① 五模块：课程大纲、教材教辅、教学方式、实训方式和考核方式五大模块的完善与创新；② 四
技能：理论能力、迁移能力、实操技能、成长潜能四大技能的着力培养；③ 三贯穿：将存在–人本主

义的理论贯穿各类型危机的分析；将存在–人本主义的各项技术贯穿于各类心理危机干预的实操方案

设计；利用存在–人本主义理念和其他理论流派理念的融合，贯穿心理危机干预的个体辅导和团体辅

导各层面。④ 双重点：不仅重点培养实践问题解决能力，还要重点培养学生本人的积极心理素质和持

续成长的能力，弥补原先体系中只看重问题解决，忽视个体素质塑造的短板。该课程体系的结构示意

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5432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Teaching System” 
图 1. 《心理危机干预》本科课程“五四三二”教学体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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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五四三二”教学体系模式，将高校心理系本科生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不断深化，

逐步打造成一门具有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致力于提升心理韧性，具有动态更新

机制的面向未来和成长的活力课程。 

4.2. 具体改革内容 

在课程理念方面，针对原有课程强调职业技能训练，但对学生本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塑造不足的问题，

在新课程改革上，一方面增强了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技能应用解决实际心理危机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加

强塑造学生本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双管齐下，围绕着“人”这一命题和理念形成课程内核。提出了“让

更有效的人，以更人性的方式，做更有效的人类服务”这一课程理念和工作理念。 
在课程内容方面，将存在–人本主义的理论贯穿各类型危机的分析，将存在–人本主义的各项技术

贯穿于各类心理危机干预的实操方案设计，并利用存在–人本主义理念和其他理论流派理念的融合，贯

穿心理危机干预的个体辅导和团体辅导各层面。 
在课程体系方面，探索建立五模块，四技能，三贯穿，双重点的“五四三二”教学体系模式，具体

包括：课程大纲、教材教辅、教学方式、实训方式和考核方式五大模块的完善与创新；理论能力、迁移

能力、实操技能、成长潜能四大技能的着力培养。将存在–人本主义的理论贯穿各类型危机的分析；将

存在–人本主义的各项技术贯穿于各类心理危机干预的实操方案设计；利用存在–人本主义理念和其他

理论流派理念的融合，贯穿心理危机干预的个体辅导和团体辅导各层面。不仅重点培养实践问题解决能

力，还要重点培养学生本人的积极心理素质和持续成长的能力，弥补原先体系中只看重问题解决，忽视

个体素质塑造的短板。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通过特殊的课程模式强化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深度加工和理解能力，通过实

训和校外导师示范，提升知识迁移和技能实操能力，通过对案例的独立分析方案设计和角色扮演、录像

观摩反思，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对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塑造，增强学生的心理

韧性和灵活认知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为成为优秀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和心理危机干预的人类服务工作

者打下坚实基础。 
 

 
Figure 2.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practice class flow chart 
图 2. 心理危机干预实践课课堂流程图 

 
以实验课教学为例，利用课堂时间分组进行角色扮演的内容和流程包括：在一节实验课中，该组同

学先介绍案例背景，再通过角色扮演呈现案例治疗情况的过程，完成后进入答辩环节，由其余同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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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本组同学进行解答。再由老师对重点问题提出讨论，进行总结点评。整个过程进行全程录像，在

课后进行剪辑加工，形成视频库，供学生本人观摩、反思。研究和实践均证明，对于心理咨询技术的学

习而言，角色扮演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之一，但要结合反复观摩和反思总结，咨询技能才能有进一步提

高。所以本课程上不仅有角色扮演，还有讨论、点评，以及录像观摩，帮助学生更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咨

询情况、综合表现和主要短板，利于发现问题、促进提升。心理危机干预实践课的课堂流程图如图 2 所

示。 

5. 课程改革前后课程体系模式的异同 

经过上述改革，本课程体系模式与原有模式相比既有延续又有创新。在相同点上，改革后模式保留

了原有模式下各类型具体危机的学习以及相应危机干预方案设计，并保留了实践课中通过角色扮演和情

境演练来模拟危机干预过程的方法。但新模式具有诸多创新和区别，主要包括：① 新的理论侧重：重点

深入学习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并强化使用其在各种类型危机中的使用，快速形成有效的干预方案；

② 新的技术贯通：使用存在–人本主义的方法在危机干预的工作理念、工作氛围和具体干预技术上进行

贯通，强化对技术逻辑的理解以及技术使用的能力；③ 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强调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

又强调学生(人类服务工作者)本人的积极心理素质的提升、心理韧性的增强，增强其承担这一高压工作的

心理能量，凸显以人为本的双中心；④ 新的特色鲜明的课程理念，并在五模式——课程大纲、教材教辅、

教学方式、实训方式和考核方式上加以贯彻；⑤ 实时扩展角色扮演和模拟演练的主题，融入当下时事，

加强课程与社会的联系；⑥ 在学生的技能培养上不仅锻炼理论能力、迁移能力和实操技能，还增加了成

长潜能的培养，使课程具有更灵活动态的成长属性。 

6. 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虽然存在–人本主义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课程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它提供

了一个丰富的框架，有助于深化现有课程的人才培养体系，拓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范畴和视野。未来

的研究应继续探索将存在–人本主义融入实践的不同方式，进一步丰富课程内涵。 
我们认为未来这一模式可以在高校教育实践中可以进行多层次的运用。首先，可以应用于师范院校

应用心理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课程，所培养的学生在职前实习和职后实践中均可专业运用危机干预

的技能对各类校园危机事件、自然灾害带来的心理创伤障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引起的心理危机等相关

人群开展危机干预工作，减轻危机事件的影响，降低心理创伤，发挥本课程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其

次，本项目还可以应用于大学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工作部教师的心理学技能进修培训中，提高校园心

理危机的识别和科学应对技能，进一步发挥本课程的实践价值(熊翀，范浩坡，2023)。第三，以本课程体

系为蓝本，开设设立全校性的师范生《心理危机的识别与干预》公选课，并鼓励社会工作、学前教育、

特殊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同学修读，扩大本课程的应用范围和受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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