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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质院党字〔2020〕84号 

 

 

中共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现将《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做好贯彻落实。 

 

 

                 中共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0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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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

的通知>》（教社政〔2011〕169号）《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试点单位建设标准》（试行）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

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教党〔2018〕41号）

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好地

帮助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度过心理难关，及早预防、及时疏导、

有效干预、快速控制学生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事件，降低学生

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率，减少学生因心理危机带来的各种伤害，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采取紧急应对的方法帮助危机

者从心理上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其症状得到缓解和持久消失，

心理功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获得新的应对技能，以预防将

来心理危机的发生。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院成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由院长任组长，分管院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各职能部门、

各二级学院（部）负责人担任，办公室设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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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规划和领导我院学

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督促有关部门或单位认真履行危机干预工

作的职责，为重大危机事件的处理做出决策。 

第四条  各二级学院（部）的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由各二

级学院（部）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负责，全体教职员工均有责任

和义务。各二级学院（部）全体学生工作人员尤其是辅导员应积

极协助学生工作主管领导抓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并充分发

挥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在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第三章  工作原则 

第五条  做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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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教育原则。根据大学生成长发展的规律，开展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大学生对心理危机的认识和了解，帮助大学

生摆脱和战胜心理危机。 

（二）预防原则。积极开展生命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培养

学生认识生命、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意识，预防危

机事件发生。 

（三）备案原则。学生自杀事故发生后(含已遂和未遂)，学

生所在二级学院（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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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备案，填写《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危机突发事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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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表》（附表 1）。学生因心理问题需退学、休学、转学、复学的，

学院亦应将其详细材料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四）鉴定原则。学生因心理问题需退学、休学、转学、复

学的，其病情应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鉴定，或者由相关专

业医院进行鉴定。 

（五）保密原则。参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人员应对工作中

所涉及干预对象的各种信息严格保密。   

第四章  干预对象 

第六条  存在心理危机倾向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是

我们关注与干预的对象。确定对象存在心理危机一般指对象存在

具有重大影响的生活事件，情绪剧烈波动或认知、躯体或行为方

面有较大改变，且用平常解决问题的方法暂时不能应对或无法应

对眼前的危机。 

第七条  对存在下列因素之一的学生，应作为心理危机干预

的高危个体予以特别关注： 

（一）在心理健康普查中筛选出来的有较严重的心理障碍、

心理疾病或具有自杀倾向的学生。 

（二）由于学习基础和能力差，从而导致学习压力过大而出

现心理行为异常的学生,如努力后仍然无法通过个别课程考试的

学生。 

（三）生活学习中遭遇突然打击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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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亲人死亡、父母离异、父母下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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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感情受挫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如失恋

者、单相思而情绪失控的学生。 

（五）人际关系失调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如当众

受辱、受惊吓、与同学发生严重人际冲突而被排斥、受歧视的学

生、与老师发生严重人际冲突的学生。 

（六）性格内向孤僻、经济严重贫困且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

的学生。 

（七）身体出现严重疾病,如患上传染性肝炎、肺结核、肿

瘤等,医疗费用很高但又难以治愈的疾病，个人很痛苦,治疗周期

长,经济负担重的学生。 

（八）患有严重心理疾病，并经专家确诊的学生,如患有抑

郁症、恐怖症、强迫症、癔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

神病等疾病的学生。 

（九）出现严重适应不良导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如新

生适应不良者、就业困难的毕业生。 

（十）由于身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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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杀或他杀者的同宿舍、同

班的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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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多种特征并存的学生，要作为重点干预对象。 

第八条  对近期发出以下警示讯号的学生，应作为心理危机

的重点干预对象及时进行危机评估与干预： 

（一）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方法，包括在信件、日记、

网络、手机短信、图画或乱涂乱画的只言片语中流露死亡的念头

者。 

（二）不明原因突然给同学、朋友或家人送礼物、请客、赔

礼道歉、述说告别的话等行为明显改变者。 

（三）情绪突然明显异常者，如特别烦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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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预警体系 

第九条  建立“学院—二级学院（部）—班级—宿舍”四级

心理危机预警体系，各级机构分别承担如下工作职责。 

（一）一级预警：学院 

1.学院应认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

案，筛查出需要主动干预的对象并采取相应措施。 

2.学院心理咨询教师要牢牢树立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

意识，在心理辅导或咨询过程中，如发现有危机状态需要立即干

预的学生，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3.当危机事件发生以后，最先得到信息的个人或单位应该作

为第一报告者，及时通知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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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成员，从而保证协同作战，妥善处理危机事件，将负面影

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详细记载相关信息，做好对外转介以

及上报相关主管部门等工作。心理中心工作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做

出判断，属于心理咨询范围实施帮助及辅导，若已经出现精神病

性等症状，及时转介到医院心理科，由医院做出判断与医治。 

（二）二级预警：二级学院（部） 

二级学院（部）党政领导、教师要关爱学生，密切关注学生

异常心理、行为。学生干部、辅导员要有针对性地与学生谈话，

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惑，对重要情况，要立即向有关领导、部门

报告，并在专家指导下及时对学生进行快捷、有序地干预。 

（三）三级预警：班级 

设立班级心理委员，充分发挥班级学生干部的骨干作用，主

动关心同学，广泛联系同学，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思想和感情上

的联系与沟通，了解思想动态，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及时向辅导

员报告。 

（四）四级预警：宿舍 

各宿舍设立心理信息员。培养一批优秀的心理健康的宿舍心

理信息员，充分掌握学生在宿舍的心理动态，一旦发生异常情况，

及时向班级心理委员或值班老师报告。 

第六章  预警机制 

第十条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早期预警工作。对学生的心理状

况变化应做到“五个早”：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预防、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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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保证信息畅通，快速反应，力争将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消

除在萌芽状态。 

第十一条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和排查制度。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每年对全院新生进行心

理健康普查，根据测评结果筛选出心理危机高危个体，与各二级

学院（部）一起对这些学生做好危机的预防与转化工作。 

（二）各二级学院（部）对以下七个重要时段加强管理：毕

业生离校前后、开学前后、放假前后、新生入学后、考试前后、

重大活动前后和季节交替时期的重点监控。 

（三）各二级学院（部）每年对重点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排

查：做好新生、应届毕业生、家庭贫困学生、学习困难学生、失

恋学生、违纪学生、言行异常学生、留守学生、单亲家庭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化解心理压力，克服心理障碍。 

第十二条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汇报制度。为掌握全院学

生心理健康的动态发展，随时掌握高危个体的心理状况，学院建

立学生心理问题报告制度。学院定期填报《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

院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月报表》（附表 2），每月月初前三天内报

送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办公室。 

（一）班级心理委员要随时掌握全班同学的心理状况，对班

上学生的心理状况每周向辅导员汇报。辅导员要深入学生之中并

通过班级心理委员、大学生心理协会成员、学生干部、学生党员

等学生骨干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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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二级学院（部）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每周要不定期

地向学生辅导员了解，密切关注有异常心理或行为的学生；当发

现学生中出现心理危机时，应及时向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报告。 

第七章  危机干预 

第十三条  建立支持系统。各二级学院（部）要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学生积极向上、乐

观进取的心态，应在学生中形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人际

氛围。全体教师尤其是辅导员应该经常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主

动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与学生交心谈心，做学生的

知心朋友。学生党员、学生骨干对有心理困难的学生应提供及时

周到的帮助，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第十四条  建立治疗系统。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应进行及时

地治疗。对症状表现较轻危机程度不高者，以在校内接受心理咨

询为主。对症状表现较重者必须在医院等专业机构接受药物治疗

的基础上在校内或在相应的专业机构接受心理咨询。对症状表现

严重、危机程度很高者，必须立即将其送有关专门医疗机构治疗。 

第十五条  建立监护系统。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在校期间要

进行监护。 

（一）对轻度心理危机学生，能在学校正常学习者，各二级

学院（部）应成立以学生干部、心理委员为负责人及同宿舍同学

为主的不少于三人的学生监护小组，以及时了解该生的心理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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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状况，对该生进行安全监护。监护小组应及时向二级学院（部）、

学院汇报该生的情况。 

（二）对于中度心理危机学生，但能在校坚持学习并接受治

疗者，各二级学院（部）应向学生家长说明情况，家长如愿意将

其接回家治疗则让学生休学回家治疗，如家长不愿意接其回家则

在与家长签订书面协议后由家长陪伴监护。 

（三）经心理咨询治疗专家或有关医学专家评估确认有严重

心理危机学生，各二级学院（部）应通知学生家长立即来校，并

对学生作休学处理，让家长将学生接回家或送医院治疗。在各二

级学院（部）与学生家长作安全责任移交之前，学院应对该生作

24小时特别监护。对心理危机特别严重者，学院应派人协助保卫

人员进行 24小时特别监护，或在有监护的情况下送医院治疗。对

于出现危机事故的学生在医院接受救治期间，学院亦应指派学生

协助保卫人员根据医院要求在病房进行 24小时特别监护。 

第十六条  建立救助系统。对于突发学生自伤自毁事故的紧

急处理，学生所在二级学院（部）的专职学生工作人员，应在闻

讯后立即赶赴现场，并立即报告给学生工作部（处）、保卫处、卫

生所等部门。上述各部门在接到通知后应派人立即赶到现场，进

行紧急援救。特殊情况下，各二级学院（部）可先将学生紧急送

医院治疗，然后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八章  后期跟踪 

第十七条  因心理危机而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除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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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办理外，还应提供相关治疗的病历证明，经学

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卫生所等相关部门或专业精神卫生

机构评估确已康复后可办理复学手续。 

第十八条  学生复学后，各二级学院（部）应对其学习生活

进行妥善安排，帮助该生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引导同学避免与

其发生激烈冲突。应安排班级心理委员或宿舍心理信息员对其密

切关注，了解其心理变化情况。辅导员每月与其谈心一次，并通

过周围其他同学随时了解其心理状况，并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报告该生的心理状况。 

第十九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根据各二级学院

（部）提供的情况，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和专家定期以预

约咨询或随访咨询的形式，对这些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鉴定，

并将鉴定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所在的二级学院（部）。 

第二十条  对于因有强烈的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休学而复

学的学生，各二级学院（部）还应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心，应安

排班级心理委员、学生干部、大学生心理协会骨干、该生室友对

其密切监护，制定可能发生危机的防备预案，随时防止该生心理

状况的恶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应对他们保持密

切的关注，组织心理咨询老师和专家对其进行定期跟踪咨询及风

险评估。 

第二十一条 危机事件过去之后，应主动对知情人员进行干

预工作。使用支持性干预及团体辅导策略，通过团体辅导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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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经历危机的大学生及其相关人员，如同学、家长、辅导员及

危机干预人员正确总结和处理危机遗留的心理问题，尽快恢复心

理平衡，并进行跟踪调查，尽量减少由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九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全院各部门尤其是参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

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服从指挥，统一行动，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对因自己的失职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要对单位或个人实

行责任追究。具体来说，在下列情况下，要追究单位或个人责任： 

（一）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需要某些单位协助而单位负责人

不服从协调部门指挥的。 

（二）参与危机干预事故处理的单位，在接到学生心理危机

事故报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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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二级学院（部）对学生心理危机不闻不问，或知情

不报，或不及时上报，或执行学院危机干预方案不力的。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部）应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本

着以教育为主、及时干预、跟踪服务的原则，制定好二级学院（部）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具体措施，畅通学生心理危机的早期预

警通道，经常性地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逐一分析。应对失恋

学生、学习困难学生、经济困难学生、适应困难学生、就业困难

学生、突然遭受重大打击的学生给予特别关注，随时掌握心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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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高危学生的心理变化。 

第二十四条  各二级学院（部）在开展危机干预与危机事故

处理过程中，应做好资料的收集与证据保留工作，包括与相关方

面沟通联系的重要的电话、谈话、记录、书信、照片等。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

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 

 

附件：1.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危机突发事件报告表 

      2.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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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危机突发事件报告表 

二级学院（部）：                                      班    级：               

学生姓名  性    别  

学    号  联系电话  

上报老师  联系方式  

上报时间  

学生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如家庭结构、经济水平等；成长经历及重大生活事件等；在校学习、

人际关系等；）： 

 

 

危机发生情况： 

 

                                                 

二级学院（部）处理措施： 

 

 

书记签名：        

                                    盖    章：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意见： 

 

 

                                签    名： 

                                盖    章： 

备注：表格篇幅不够可以自行调整，危机发生情况应尽量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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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月报表 
 

二级学院（部）（盖章）：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学院学生总体基本状况（%） 

学生人数  男    生  女    生  

城镇学生  农村学生  双亲家庭  

单亲家庭  重组家庭  孤    儿  

二级学院（部） 

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  

二级学院（部） 

心理教育工作记录  

心理异常学生基本情况（可另附页） 

基本信息 

（姓名、学号、性别、年级、

联系方式等） 

症状表现 

（情绪、行为、社会功能、

自知力、认知、时间等） 

干预措施 效果评估 

    

     

    

    

    

    

备注：1.请将纸质材料于每月月初前 3天之内交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2.若有心理危机突发事件，请填写《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危机突发事件报告表》； 

  3.表格篇幅不够，可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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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