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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某省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现有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工作普
遍存在着“过于依靠专业力量、对优化学生心理环境关注不足”的状况。从大学生自杀因素和自杀结果影响因素的分析，探

讨如何增加对大学生心理的保护性因素、减少危险性因素，优化大学生心理环境，帮助大学生适应性发展问题，提出高校全

民参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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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越快、物质条件越好的现代社会，人们承受抑郁、
焦虑等情绪困扰越严重。当个体遭遇人生挫折、事业失利

就可能丧失信心、陷入心理危机，甚至选择用自杀结束自

己的生命。ＷＨＯ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每年约１００万人死于
自杀，高于这个数据１０～２０倍的人自杀未遂，平均每４０秒
有１人自杀死亡，每３秒有１人自杀未遂。自杀是继心脑
血管疾病等之后的第五大致死原因，是１５～３４岁人群的首
位死因［１］。而大学生自杀率远高于同龄非大学生年轻人，

为同龄一般人口的２～４倍［２］。在对大学生自杀意向的调

查中发现：过去几年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曾有过自杀意念

的人高达３４．３％，曾有过自杀计划的比例达到４．４％［３］。

对广东高校大学生自杀数据的统计表明，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６
年，广东高校大学生自杀率上升了近十倍［４］。这样严峻的

现实意味着高校必须聚焦心理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工作，

将它科学化、公开化，以最诚实、最现实、最有责任心的态

度对心理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进行研究。

秉持大学生的自杀行为大多数是可预防和干预的理

念，在分析某省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工作现状的

基础上，综合考虑个性特征与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探究

大学生自杀行为发生的机制。通过对大学生自杀因素和

自杀结果影响因素的分析，将减少危险性因素和增强保护

性因素作为宗旨，提出了高校全民参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

自杀预防模式。该模式开发整合校内外多种资源，充分发

挥家庭、学校、社会多种资源的整体作用，避免各种力量之

间的相互抵消；该模式把营造环境作为心理危机干预与自

杀预防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手段，强调师生关系的改变，学

生之间的友爱互助，对全体师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该模式

既强调对学生进行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能力，

又强调对学生进行干预和保护，降低心理危机事件发生率

与自杀率。

一　高校全民参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
防模式的内涵

高校全民参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模式即普

通高校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整合校内外资源，关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营

造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心理环境，预防大学生心理危机发

生，干预和控制自杀，实现大学生积极适应和主动成长的

模式。其中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应由主管学生工

作的校领导任组长，学工、教务、宣传、人事、保卫、财务、团

委、校医院、后勤、各院（系）等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为成

员，全面领导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二　高校全民参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
防模式的特点

１．高校全民参与
该模式强调高校全体师生、学生本人、学生家庭以及

与学生关系紧密的社会成员都承担着对学生进行心理健

康维护与自杀预防的神圣使命。大多数有自杀意念的人，

如果能主动寻求帮助或及时得到帮助，通常都可以解决问

题，并打消自杀意念。对周围人而言自杀带有突发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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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发生常常感到震惊。但只要细心观察就可能会发现，曾

经大部分自杀者在决定采取自杀行为前因为痛苦心理的

痛苦和犹豫都发出过明显的求助信息。而及时察觉这种

信息，就是心理危机干预的关键。能及时察觉并给予自杀

意念者最有力支持与帮助的人就是其家长、室友、老师、同

学、兄弟姐妹、老乡等关系密切、沟通频繁的人。全民参与

能唤起高校广大师生关注他人心理健康的意识，为成功的

干预心理危机和预防自杀提供了保障。

２．以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为基本目标和基本手段
人是社会的人，其任何行为都受环境与他人的影响。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最好的干预、对自杀最有效的预防就是

帮助学生营造更好的心理环境与人际环境。该模式在宏

观层面偕同社会、家庭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聚焦大学

生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营造反自杀文化，共同构建

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在微观层面通过以生命教

育、亲情教育、责任教育、价值观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方

位教育体系，重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责任，形成良好

的思维方式。

３．利用校内外一切资源来保障和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该模式在执行主体上从依靠专业队伍的力量扩展到

高校全体师生、学生本人、学生家庭以及与学生关系紧密

的社会成员。为了使这些力量能得到充分发挥，高校必须

加强对广大教师、教辅人员的培训管理；开设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必修课与选修课；开设生命教育、亲情教育、责任

教育、价值观教育等课程；开展“５２５”心理健康教育周、团
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讲座等活动对学生普及心理健康和

自杀预防知识；建立家校联系机制，定期沟通信息。

４．注重各种关系的建立
该模式强调帮助学生建立各种良好关系，譬如：融洽

的师生关系、友爱的同学关系、互助的寝室关系、稳定的恋

爱关系、密切的亲子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自我满意度高

的学业及社会表现等等。良好的生活环境必定依靠各种

良好关系的建立，同时良好关系也是学生重要的保护性因

素，能最大程度的帮助学生减轻心理危机、降低自杀风险。

三　高校全民参与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与
自杀预防模式的具体运行
１．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的，构建全方位心理健康教育

体系

据调查，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生命、责任、亲

情、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要做好大学生自杀预防

工作，需有的放矢的开展生命教育、亲情教育、责任教育、

价值观教育等专题教育。构建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体

系还要着眼于大学生心理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在课堂教

学、课外活动、技能培养三个层面开展危机教育，进行心理

调适能力培养。

２．以提升专业能力为目的，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
建设

敏感、敏捷、专业是对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的基本要求，

高校应当从危机信息的识别能力、危机预警能力、危机干

预能力的提高入手，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

（１）敏感———提高危机信息识别能力。要充分学习研
究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类型、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处理要

领；掌握易感人群的特点；识别心理危机者在学业成就、人

际关系、生活价值感等方面的“征兆”表现；锁定重点关注

人群与重点关注时段。

（２）敏捷———提高危机预警能力。危机预警的任务是
及时发现危机、有效监控危机动态，迅速发出危机警报。

危机预警任务的实现需要建立与完善心理危机干预预警

系统。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预警系统必须通过出台相关

制度，在家庭、社会（精神卫生机构、学校周边等）、学校、院

系、班级、寝室六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模式中建立反应迅速

的信息通道。这些制度包括：心理信息报告与通报制度、

家校定时联系制度、计算机网络信息监察制度、心理信息

定期排查制度等。

（３）专业———提高危机干预能力。学校要建立对危机
行为进行干预和救助以降低危机伤害，避免极端事件发生

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并成立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危机

事件一旦发生，有关部门（学工、保卫、校医院、院系等）要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调配合处理危机。

３．以定点监控为目的，建设校内外公共场所心理信息
员队伍

校内教学楼、图书馆、实验楼、宿舍、食堂等是大学生

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校外的网吧、歌厅、台球馆、餐馆是

大学生交往和娱乐的主要场所。这些场所的管理、保洁、

经营人员相对稳定并与学生接触密切，容易发现学生的异

常行为。学校应当重视并对他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与自

杀预防教育，让他们成为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自杀预防工

作的新力量。

４．以营造良好育人心理环境为目的，增强全体教职员
工心理服务意识

高校肩负着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建设者与接班人的神

圣使命，为了确保当代大学生健康成才，高校全体教职员

工必须具有心理服务意识，秉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

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理念，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

所急。只有这样，良好的育人心理环境才能得以呈现。

四　结　论
大学生自杀行为发生的机制表明减少危险性因素和

增强保护性因素是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工作的

关键。提出了高校全民参与的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

模式。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模式将构建全方位心理

健康教育体系，培养健全人格、提高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

能力放在首位；将建立与完善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体系作

为重点；在宏观上着眼心理育人校园文化建设，在微观上

关注学生各种关系的建立；不再过于依靠专业力量，将学

校、家庭、社会纳入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体系，有助于降低

高校心理危机事件发生率和自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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