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常工职院学〔2021〕9 号

关于印发《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心理
危机干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部门：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已

经2021年第18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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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 号）、《高等学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41 号）、江苏省教

育厅《省教育厅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党组〈高等学院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的实施意见》（苏教学〔2019〕8号）和教育部

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

见》（教思政〔2020〕1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早发现有心理危机或潜在危机的学生，及时

进行干预，预防和应对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思想是在精神卫生法的背景

下，在咨询伦理的框架下，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为目标，坚持教育为主，重在预防的原则，全面落实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危机应对方法，

提高心理调节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挫折承受能力；积极开展生

命教育，培养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欣赏生命、珍爱生命的

意识，掌握危机应对方法等。通过构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网络，

及早预防、及时疏导、有效干预，减少或避免学生因心理问题而

引发的伤害事件的发生，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

第二章 心理危机干预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由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

导小组全面统筹规划，督促有关部门或单位认真履行心理危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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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工作职责，为重大危机事件处理作出决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第四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牵头组建学生心理危机鉴定与干

预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专家组由 3-5 人组成，负责对学

生心理危机进行评估，制定危机事件心理救助处理方案，实施危

机风险化解。

第五条 各二级学院的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由各学院党总

支书记负责，二级学院全体学生工作队伍尤其是心理辅导员应积

极做好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具体工作，同时，其他教职员工均

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第六条 学校和二级学院应积极组建心理健康协会等学生组

织，充分发挥学生心理健康协会骨干、班级心理委员和宿舍长在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朋辈教育、管理和服务作用。

第三章 心理危机干预基本原则

第七条 心理危机，是指个体在遇到了突发事件或面临重大

的挫折和困难，当事人自己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和应

激方式来解决时所出现的心理反应。在危机状态下，个体会出现

一系列负性的生理、情绪、行为反应，如果危机反应长时间得不

到缓解，便会引发心理疾患或过激行为的产生。

第八条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下的个人

或群体采取有效措施，使之最终战胜危机，重新适应生活。在进

行心理危机干预时，需秉持如下原则：

1.生命第一的原则。发现危机情况，立即采取保护措施，最

大限度保护学生人身安全。

2.家校协同的原则。实施心理危机干预时，以最快的速度通

知学生家长或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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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程监护的原则。实施危机干预过程中，安排专人对干预

对象 24 小时全程监护。

4.分工协作的原则。实施危机干预过程中，相关部门协调配

合，履行职责，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第四章 心理危机干预对象

第九条 以下为15类重点关注对象，日常需密切关注、定期

追踪、及时上报。

1.在“智慧学工－心理预警”库需要定期追踪的学生；

2.患有严重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恐怖症、强迫

症、癔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并已经确诊尤其是服药在读

的学生；

3.本人或家庭成员或亲友中有自杀（含未遂）史或精神疾病

史的学生；

4.单亲、离异、孤儿，尤其是重组家庭的学生；

5.家庭经济贫困且因此出现极度自卑或焦虑等心理的学生；

6.由于学习压力过大而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如第一次出现

不及格科目的优秀学生、多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被学业警告的

学生、很努力但是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无法（准时）毕业的学生

等；

7．生活学习中遭受突然打击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亲人去世或重病、父母离异、家庭经济危

机、家庭暴力等）、遭遇性危机（性伤害、性暴力、性侵犯、意

外怀孕等）、受到意外刺激（自然灾害、校园暴力、车祸等其他

突发事件）的学生；

8.有严重生理疾病（患传染性肝炎、肺结核、肿瘤等），治

疗周期长、医药费高、易反复难以治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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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期有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易惊醒等）的学生；

10.长期有负性情绪（自卑感、焦虑感、罪恶感、敏感多疑等）

的学生；

11.由于身边同学出现个体危机状况而受到影响，产生恐慌、

担心、焦虑、困扰的学生；

12.出现严重适应不良导致情绪或行为异常（沉迷网络、拒绝

社交、情绪打卡分值总是很低等）的学生；

13.由于感情受挫（失恋、单相思等）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的

学生；

14.由于人际关系失调（当众受辱受惊吓、被排斥受歧视的学

生、与同学或老师发生严重人际冲突等）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的

学生；

15.其他有情绪困扰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第十条 对近期发出下列警示讯号的学生，应作为心理危机

干预的重点对象及时进行危机评估与干预：

1.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方法，包括在网络媒介、日记、

信件、图画或乱涂乱画的只言片语中流露出死亡念头的学生；不

明原因突然给同学、朋友或家人送礼物、请客、赔礼道歉、无端

致以祝福、述说告别的话等行为明显改变的学生。

2.情绪或行为明显异常的学生，如出现胡言乱语、行为怪异、

幻觉、妄想或情绪特别烦躁、高度焦虑、恐惧、易感情冲动，或

情绪异常低落，或情绪突然从低落变为平静，或饮食睡眠受到严

重影响等。

3.存在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或其他可能对自身、

他人、社会造成危害者。

第五章 心理危机干预具体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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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和二级学院心理辅导站应对学生进行日常心理教育，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知识科普，提升大学生危机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认知方

式和健全的人格，提高危机应对的心理准备和应变能力。二级学

院应大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树立现代健康观念，针对

入学适应、情绪管理、人际交往、恋爱与性、学业发展等问题开

展教育；开展自我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客观看待

他人、合理评价社会，积极悦纳自我，不断发展自我。正确面对

成败得失，合理应对遇到的矛盾和挫折。

第十二条 做好大学生心理危机早期预警工作。二级学院配

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的普测、筛查、追踪等学

生心理危机早期干预工作，建立心理危机预警库档案并做好跟踪

访谈，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变化做到早发现、早通报、早评估、早

干预、早治疗，保证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力争将学生心理危机

的发生消除在萌芽状态。二级学院要大力加强生命教育，引导学

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善待人生；要开展大学生心理危机防御

教育，快速识别危机和发现危机，有效降低危机事件的发生率，

提高防御教育的实效。

第十三条 做好心理评估后的分级分类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A类（紧急关注）：心理危机程度严重者。二级学院应通知学

生家长立即来校，家长应将学生接回并送医治疗。在二级学院与

学生家长作安全责任移交之前，二级学院应派人进行24小时特别

监护，保卫处应派人员予以协助。如遇学生情绪或行为失控的情

况，应立即报警并在有警察监护的情况下送医院治疗。

B类（重点关注）：心理危机程度较高者。二级学院应及时通

知家长到校并说明情况，同时发放《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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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书》（附件2），建议家长及时带学生到专科医院进行诊断评估

或治疗（通过医院诊断后，后续干预工作参照十四条的处理方式）。

C类（一般关注）：心理危机程度较轻者。能在学校正常学习

者，二级学院应成立以班主任为负责人，学生干部、同宿舍同学

为成员的学生帮扶互助小组，准确掌握学生的身心与行为状况，

定期主动向二级学院汇报该生情况。

第十四条 做好突发性心理危机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1.突发性心理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发现学生有自杀意念、有

学生已经实施自杀行为和因心理因素引起的伤害他人意念或行

为。二级学院一旦发现突发性心理危机事件，必须迅速报告学院

领导和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如情况紧急需立即送医治疗且家长未

到，二级学院可与家长协商并要求家长出具书面或录音同意意见，

再由班主任、辅导员或临时监护小组负责将学生送医，直至交接

到家长手中。

2.根据医院的诊断评估结果，可按照以下几种方式处理：

（1）诊断学生确有心理问题（除心理疾病，例如抑郁状态等），

但尚可在校学习（不服药）。如家长希望学生专心治疗，应配合二

级学院办理相关请假、休学手续；如家长希望学生继续在校学习，

应与二级学院签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家校合作协议书》（附

件3）（以下简称《家校合作协议书》），积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

康状态，并定期与学校联系人联系，一旦学生病情恶化，家长应

立即到校将学生带回治疗，并积极主动配合学校的相关工作。二

级学院应定期回访，关注学生身心状态的变化并提供心理援助，

每月至少一次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并及时在智慧学工“心理预

警”版块填写追踪记录。

（2）诊断学生有心理疾病，并需配合药物治疗，但可以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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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如家长希望学生休学专心治疗，应配合二级学院办理休学

手续；如家长希望学生在校继续学习，应与二级学院签订《家校

合作协议书》，同时办理走读（即家长陪读）手续，每月提供复

诊证明、定期与学校联系人反馈学生身心状态等，积极主动配合

学校的相关工作。学生在校期间，须定期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进

行心理咨询，二级学院应定期回访，与学生家长保持密切联系，

关注其身心状态的变化，及时在智慧学工“心理预警”版块填写

追踪记录。

（3）诊断学生有心理疾病，需配合药物治疗，且不适宜在校

继续学习。家长应立即到校将学生带回家休养治疗，并配合办理

休学、退学等手续；二级学院应派专人监护，直至与家长交接，

并落实后续工作。（教育部41号令第 30条：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

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学校可予退学

处理。）

（4）诊断学生需要住院治疗。家长应立即到校带学生接受治

疗，并配合二级学院办理休学或退学等手续，签署有关文字性材

料。如学生需被强制送院，家长不配合到校，二级学院可与家长

单位或家庭所在社区及派出所取得联系寻求支援，同时将情况上

报学校、学生工作部（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启动危机干预程

序。慎重未经家长同意将学生送至医院，如果家长坚决不到校协

助处理，则由学校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处理。（精神卫生法第28条，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

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

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

精神障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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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后的追踪工作，主要指因心理

问题治疗后复学学生的跟踪管理。

1.对于因有强烈的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休学后复学的学生，

不建议住校，应由家长陪读看护。

2.因心理危机请假、休学的学生申请返校、复学时，家长应

向其所在二级学院和教学部出具近一周内的三甲专科医院开具的

心理疾病诊断和可复学的证明（诊断书或病历卡，要有明确的诊

断结果，以及明确是否需要继续服药、复诊等信息，《心理测评

量表》结果不能作为复学证明）。同时与二级学院签订《家校合

作协议书》，配合学校开展相关工作。

3.学生需接受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复学访谈。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根据医院的证明和访谈结果给出复学或继续休学等建议，学

生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4.学生复学后，二级学院应对学生学习生活进行妥善安排，

制定“一人一策”心理帮扶方案，安排班级心理委员、学生干部

对其密切监护，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并按本办法第十

四条开展后续工作。

第六章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制度

第十六条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是

一项长期任务，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应建立以下 9项制度：

1.报告制度。班级心理委员、宿舍长要随时掌握班级、宿舍

同学的心理状况，发现心理异常情况及时向班主任或心理辅导员

报告；辅导员、班主任要经常通过班级心理委员、宿舍长、学生

干部等学生骨干了解班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向所在二级

学院的心理辅导员或者副书记汇报；上课教师发现学生心理问题，

应第一时间向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汇报；二级学院发现有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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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迅速恶化或新发现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应第一时间向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汇报，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将学生的情况向学生工

作处（部）汇报；对学生中存在的严重心理危机、发生的心理危

机事故及其处理情况，学生工作处（部）应及时向学校学生工作

领导小组汇报。

2.学生心理危机评估及反馈制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要对二

级学院、心理咨询教师反馈的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应及时开展心

理危机风险评估，对于不确定或评估困难的，可邀请有关专家进

行评估。

3.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动态管理制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建

立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将有心理危机倾向、需要进行危机干预

的学生、需要定期关注和接受心理咨询的学生，按照轻度、中度、

重度、紧急情形进行分级标注、动态管理。

4.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反馈制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及时将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结

果、有心理危机倾向学生心理评估结果，以及其他途径获取的有

心理危机倾向学生名单、心理评估结果等信息反馈二级学院。二

级学院及时跟踪，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疏导工作。

5.培训制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定期组织专兼职辅导员、学

生干部、班级心理委员等一线学生工作者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培训，

不断提高心理危机干预的能力。

6.备案制度。学生发生严重心理问题，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在

事故处理后应将该生的详细材料（包括遗书、日记、信件复印件

等）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备案。学生因心理问题需退学、休学、

转学、复学的，二级学院应将详细资料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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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鉴定制度。学生因心理问题需退学、休学、转学、复学的，

其病情应经三甲专科医院进行鉴定后，办理相关学籍变动手续。

8.保密制度。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工作人员应对干预对象的

各类信息严格保密，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备

案资料做好保密工作，原则上不得借阅。如在专业学习与研讨中

使用相关案例，须对案主姓名、班级等关键信息做隐蔽处理；如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案例，必须征得学生本人同意。

9.责任追究制度。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部门及工作人员，应

服从指挥，统一行动，履职尽责，因人员缺位、失职造成学生伤

害事故的，要追究相关部门或个人的责任，具体如下：

（1）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需要某些部门协助而单位责任人不

服从协调部门指挥的。

（2）参与危机干预事故处理的部门，在接到学生心理危机事

故通知后，拖延时间不能及时赶到现场，或在现场不配合、不服

从统一指挥而延误时机的。

（3）相关人员对学生心理危机不闻不问，或知情不报，或不

及时上报，或执行学校危机干预方案不力的。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按照教育为本、及时干预、跟踪服务原则，各二

级学院应针对本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二级学院学生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的具体措施，畅通学生心理危机早期预警通道，对有心

理问题的学生进行逐一排查分析，随时掌握心理危机高危学生的

心理变化。

第十八条 各二级学院在开展危机干预与危机事故处理过程

中，应做好资料收集与证据保留工作，包括重要电话录音、谈话

录音、记录、书信、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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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本方案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的心理危机处

理工作。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1.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流程图

2.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告家长书

3.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家校合作协议书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综合发展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