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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教体艺〔2023〕1 号）和省教育厅等十五部门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苏教基〔2023〕5 号）的通知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时预

防、疏导并有效进行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心理危机是指学生在遭遇突发事件

或长期压力时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可能导致情绪、认知和

行为功能的严重失调。心理危机干预则是针对处于此类状态

的学生及其密切关系人采取的有效措施，以帮助其度过危机，

尽快恢复心理与社会功能。

第三条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遵从以下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以预防为主，力争做到早

发现，早干预。尽力减少重大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

生命第一。发现危机情况，立即采取保护措施，迅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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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安排专人对干预对象全程监护，最大

限度地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

分工协作。实施危机干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协调配合，

履行职责，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学校成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领导小组”），负责我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领导小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包括

学生工作部（处）、校团委、宣传部、教务处、人事处、财

务处、安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及各二级学院

学生工作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学校学生健康

教育中心，中心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

第五条 各二级学院设立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小组，

由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学工办主任、分

团委书记、全体辅导员。

第六条 学生健康教育中心负责全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测评、心理危机评估与干预，并指导和

组织校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设立心理辅导站，充分发挥班级心

理委员、宿舍长和学生心理健康社团骨干在心理危机干预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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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干预对象与分级管理

第八条 心理危机的干预对象为学校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以下简称“观心系统”）中关注的危机学生，主要

包含以下几类：

（一）在心理普测中筛选出来有心理障碍、心理疾病或

自杀倾向的学生；

（二）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如亲人死亡、父母离异、家

庭暴力，或者自然伤害、校园暴力、车祸）而出现心理行为

异常的学生；

（三）人际关系失调，无法适应集体生活的学生；

（四）学业困难，无法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

（五）个人情感受挫后出现心理和行为异常的学生；

（六）长期承受躯体或心理疾病，个人非常痛苦的学生；

（七）言语中流露死亡念头，有明显自杀倾向的学生；

（八）情绪无法自控，有伤害他人倾向的学生。

第九条 根据学生的心理危机程度，将其分为红色预警

（紧急）、橙色预警（重点）和黄色预警（追踪）三个等级

（详见附件 1）。

红色预警：对确诊有心理疾病、状况不稳定且自杀自伤

倾向明显的学生进行紧急关注。橙色预警：对确诊有心理问

题但状况相对稳定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黄色预警：对可能

有心理问题或面临突发事件的学生进行追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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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息收集与预警机制

第十条 多渠道收集学生信息，建立和完善一生一档心

理危机学生预警信息库，包含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表（附件 2）、

学生谈话情况记录表（附件 3）、家长联系情况记录表（附

件 4）、学生就医情况记录表（附件 5）。

（一）开展新生心理普测与回访工作。学校每年对新生

进行心理普测，并对普测数据异常学生逐一进行回访，筛选

出心理危机高危人群，按照一生一档要求录入观心系统危机

学生信息库。

（二）开展毕业生心理普测与回访工作。学校每年对毕

业生进行心理普测，并对普测数据异常学生逐一进行回访，

根据预警等级，二级学院做好跟踪关注。

（三）定期谈心谈话。辅导员要对预警学生开展日常谈

心谈话，其中红色预警学生每周谈话 1 次，橙色预警学生每

两周谈话 1 次，黄色预警学生每月谈话 1 次，相关谈话内容

做好记录，每两周将谈话情况上传至观心系统。

（四）特殊学生情况。学生健康教育中心在回访或日常

咨询工作中发现需要学院介入关注的学生，要及时反馈给二

级学院，二级学院要动态跟踪关注，将学生信息按照一生一

档要求将追踪信息录入观心系统。

第十一条 建立学校、二级学院、班级、宿舍四级预警

网络，健全落实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动态监控反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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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宿舍舍长要随时掌握本宿舍学生的心理状态，对

宿舍同学的心理状况每周向班级心理委员汇报一次。

（二）班级心理委员要随时掌握全班同学的心理状态，

每周向辅导员上报一次，有特殊情况要及时上报观心系统。

（三）辅导员要深入了解带班学生情况，发现问题要尽

快掌握相关信息上报二级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并及时填报

观心系统。

（四）二级学院若研判学生问题严重，应尽快将学生信

息（一生一档全部材料）报送学生健康教育中心并于 24 小

时内形成完整的书面材料。

（五）学生健康教育中心对学生情况进行研判，对学生

中存在的严重心理危机、发生心理危机事件应由学生健康教

育中心主任向学校危机干预领导小组组长汇报。

第五章 危机干预措施及流程

第十二条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级别的危机实

行分类干预，可以分为预防性干预（流程详见附件 6）、应

急干预（流程详见附件 7）和突发事件处置。

（一）预防性干预

主要干预对象为预警程度为橙色或黄色的学生。

二级学院发现的问题学生应及时上报学生健康教育中

心，结合二级学院反馈的具体情况，由学生健康教育中心对

学生的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进行初步评估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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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学生问题相对轻微，属于心理咨询范畴，可由学生

健康教育中心与学生约定咨询，进一步开展工作。

2.如评估学生需要就医的，二级学院需协助（或陪同）

家长带学生到三级甲等以上专科医院就诊，并在就诊结束后

向学生健康教育中心提交学生就医情况记录表（附件 5）。

3.对于诊断确有心理/精神疾病，需要服药，但可以在

校就读者，二级学院要做好家校沟通工作，明确监护责任，

定期关心关注，做好谈心谈话记录。

4.对于诊断确有心理/精神疾病、不适宜在校就读者，

二级学院配合家长办理请假或休、退学等相关手续。

（二）应急干预

主要干预对象为预警程度为红色的学生。

一旦发现或知晓学生有自杀行为或倾向，应立即向学校

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报告，成立监护小组，对其实行 24

小时监护，确保学生安全。

1.二级学院尽快多方收集与学生危机相关的信息，连同

全部一生一档材料提交至学生健康教育中心。

2.由学生健康教育中心对心理危机学生进行评估，并根

据自伤自杀评估办法(见附件 8)采取相应措施。

3.立即通知有自杀倾向学生的家长（监护人）尽快赶到

学校，共同协商解决。

（三）突发事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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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实施自杀(伤)/伤他行为的危机事件，启动《学

生校内极端事件处置流程及规范》及《学生危机事件后集体

心理干预流程》。

第六章 休学与复学

第十三条 学生因心理/精神问题休学，需有三级甲等以

上专科医院的诊断结果作为依据，二级学院需将诊断材料及

休学手续复印件提交学生健康教育中心备案。

第十四条 因心理/精神问题休学的学生，二级学院要定

期追踪关注治疗及康复情况。

第十五条 因心理/精神问题休学的学生，在申请复学前

需在三级甲等以上专科医院开具康复证明，二级学院在收到

学生的复学申请后需提交因病复学情况登记表（详见附件 9）

至学生健康教育中心。

第十六条 学生健康教育中心负责对复学学生开展复学

评估，并与学生、家长、二级学院形成四方会谈纪要（详见

附件 10），由学生健康教育中心备案。

第十七条 学生复学后，二级学院要继续对学生进行跟

踪关注，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和支持。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开展危机干预和危机事件处理的过程中，相

关人员应做好资料收集与证据保存工作，包含重要的谈话记



- 9 -

录、电话录音、聊天记录、就诊资料、照片等其他书面或电

子材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苏州高博软件

技术职业学院关于心理健康教育三级网络工作实施细则》

（院学字[2014]70 号）及《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关于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规定（试行稿）》（院学字

[2014]71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等级分类细则

2.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表

3.学生谈话情况记录表

4.家长联系情况记录表

5.学生就医情况记录表

6.预防性干预危机处理流程

7.应急干预危机处理流程

8.自杀/自伤评估方法

9.因病复学情况登记表

10.四方会谈会议纪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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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根据学生的心理危机程度，将其分为红色预警（紧急）、

橙色预警（重点）和黄色预警（追踪）三个等级。

一、红色预警学生（紧急关注）

具体包括：

1.确诊有心理疾病，但状态不稳定的在校生；

2.处于精神疾病的康复期仍在服药的学生；

3.经鉴别评估，自杀自伤评估分值在 6 分以上的学生；

4.近期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方法，包括在信件、图

画或乱涂乱画的只言片语中流露死亡念头者；

5.经常有自杀意念或自杀倾向者；

6.行为或性格突然异常者，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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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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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学院评估的其他需要列为红色预警的学生。

二、橙色预警学生（重点关注）

具体包括：

1.确诊有心理疾病，但状态相对稳定的在校生；

2.处于精神疾病的康复期已经停止服药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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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鉴别评估，自杀自伤评估分值在 3-5 分的学生；

4.过去有过自杀的倾向或自杀行为者；

5.日常行为怪异，对自身或他人有重要影响的学生；

6.性格有明显缺陷者；

7.有诸如失恋、学业严重受挫、躯体疾病、家庭变故、

人际冲突明显或突遭重挫，但人际支持缺乏者；

8.感到社会支持系统长期缺乏或丧失者，如父母离异、

家庭破裂、亲子关系恶化等；

9.有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或其它可能对自身、

他人、社会造成危害者；

10.学院评估的其他需要列为橙色预警的学生。

三、黄色预警学生（追踪关注）

具体包括：

1.经鉴定评估，自杀自伤评估分值在 0-2 分的学生；

2.有诸如失恋、学业严重受挫、躯体疾病、家庭变故、

人际冲突明显、突遭重挫、受校级校规处理等应激事件，但

尚有人际支持的学生；

3.情绪低落、抑郁者，持续时间超过半个月；

4.家庭亲友中有自杀史或自杀倾向者；

5.有强烈的罪恶感、缺陷感或不安全感者；

6.学院评估的其他需要列为黄色预警的学生。



- 12 -

附件 2

建档时间： 测评结果： □黄色 □橙色 □红色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所在学院 所在班级 所在宿舍 辅导员

家庭地址 学号 是否走读 □是 □否

第一印象 联系电话

学生状况

类型

□宿舍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问题 □家庭经济问题 □家庭矛盾

□学习问题 □就业压力 □新生适应 □实习实践问题

□精神分裂 □焦虑恐惧 □抑郁悲伤 □强迫现象

□躯体疾病 □自伤自杀 □伤害他人倾向 □失眠问题

□其他

家庭

情况

家庭

成员

信息

姓名 关系 年龄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是否独生子女 □是 □否 家中排行

家庭经济情况
□良好 □一般 □较差

是否有助学贷款或助学金 □是 □否

家庭结构 □单亲 □重组 □正常

有无家族精神病史 □有（具体说明） □无

和父母关系 □和睦 □经常争吵或冲突 □冷战或疏远 □其他

是否留守

儿童
□是 □否

特殊情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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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经历

学习

经历

学段
有无校园

欺凌经历

有无休学、

退学

有无跟随父

母转学经历

学习

成绩

学习

能力

奖惩

情况

幼儿

园

小学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初中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高中/

中专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高博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较差 □一般

□良好 □优秀

社交情况

有无好友：□有（ 个） □无

好友来源：□现实（来自 ） □网络

社交心理：□恐惧 □自卑 □孤僻 □封闭 □敌意 □其他

身心

疾病史

□有（具体说明） □无

学生谈话

时间汇总

家长沟通

时间汇总

□有 □无

评估后预

警等级
□绿 □黄 □橙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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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日期： 谈话次数：

姓名 性别 班级 宿舍

类型

□春季普测后回访

□新生适应 □重要时间节点 □特殊学生 □学生主动要求约谈

□学生受到奖励或批评和纪律处分 □学生学习成绩较差、面临学业预警、退学等

□学生面临宿舍矛盾、恋爱、人际交往问题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或遭受自然灾害、突发事件

心理健康

问题描述

紧急联系人
姓名 关系 年龄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谈话过程

记录

给出的建议或

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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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日期： 联系次数：

家长姓名 学生姓名 关系

联系方式 □电话联系 □微信/QQ 联系 □面谈 □其它

联系家长原因

□定期家校沟通
□学生情况反馈
□危机情况告知及处理
□需家长知情并协助
□其他

联系家长过程

记录

处理结果

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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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姓名 性别 班级

就诊时间： 就医医院：

就诊方式：□辅导员及家属陪同 □辅导员陪同
□家属陪同 □自行就医

诊断结果：

是否住院：□是 □否 住院时间： 是否服药：□是 □否 服药名称：

医嘱：□住院治疗 □服药治疗
□无需住院或服药

处理结果：□在校观察 □居家休养
□休学 □走读 □陪读 □其他

附录：医院就诊病历（有就诊结果学生需上传以下资料）

后续就医治疗情况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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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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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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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评估自杀/自伤需在保障学生的安全的前提下，在最短

时间内以一种从容的、共情的、专业的、镇定的态度就五个

方面对学生情况作出初步的评估。

Ⅰ.评估当事人有无自伤想法和自杀计划(0-2 分)

(1)当事人是不是有自杀、自伤想法。

(2)当事人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自杀计划，并评估计划

的具体性、致命性和可行性。

Ⅱ.评估当事人既往及近亲属相关自杀、自伤经历(0-2

分)

(1)评估当事人自我情绪调节能力。

(2)当事人过去特别是近半年内是否曾出现过冲动控制

问题。

(3)当事人过去是否曾经威胁过或尝试过自杀。过去的

自杀行为中致命性如何。

(4)当事人有没有亲密的朋友或家庭成员曾经尝试自杀

或自杀身亡。

Ⅲ.评估当事人目前所经历的现实压力和相关压力事件

(0-2 分)

(1)评估当事人目前承受的压力事件，如学业、人际关

系、亲密关系等方面有无应激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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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压力事件对当事人的影响和造成的压力，当事

人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该危机，如果难以应对的话，会

导致怎样的后果和前景。

Ⅳ.评估当事人拥有的资源：确定可用的资源(0-2 分)

(1)内在资源：关于当事人如何去处理之前的困境的经

历和体验以及当事人的人格特点等。特别是当事人过去曾产

生过自杀念头时，了解是什么使他没有失去控制去真的自杀。

(2)外在资源：当事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的质量、适当性

及可利用性。

(3)精神资源：信仰的系统，包括适应性的理想，哲学

信仰，宗教信仰等。

Ⅴ.评估当事人是否符合某一种或多种精神疾病诊断

(0-2 分)根据评估情况量化当事人的自杀风险：

自杀/自伤评估表(徐凯文)

无 有 ( 低 ) 有(高)

评估自杀、自伤计划 0 1 2

评估既往相关自杀、自伤经历 0 1 2

评估目前现实压力 0 1 2

评估目前支持资源 2 1 0

临床诊断 0 1 2

0-2 分报告心理中心，学院观察随访，建议心理咨询。

3-4 分报告行政领导，报告学院辅导员，密切观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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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监护，24 小时后再评估，并且通知父母。

5-6 分报告行政领导，报告学院辅导员，密切观察随访；

通知父母，送精神科门诊，或精神科会诊，24 小时监护，强

烈建议住院。

7-10 分通知父母，立即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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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基
础
信
息

姓名 性别 学号 学院

原班级： 现班级：

原辅导员： 现辅导员：

休学前在校情况简介：

休
学
情
况

休学原因：

就诊时间： 就医医院：

初次诊断结果及医嘱：（使用清晰原件或扫描件，单独附页）

后续过程性医院就诊或治疗资料：（使用清晰原件或扫描件，单独附页）

休学期间是否住院：□是 □否
住院时间：
休学期间是否服药：□是 □否
服药名称：

休学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复
学
情
况

就诊时间： 就医医院：

就诊方式：□家属陪同 □自行就医 医嘱：□住院治疗 □服药治疗
□无需住院或服药

近一个月医院诊断结果及医嘱：（使用清晰原件或扫描件，单独附页）

声

明

我声明以上信息准确无误，我将为以上信息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

家长签名： 学生签名：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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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四方会谈会议纪要（模板）

会谈时间：

会谈地点：

会谈人员：

会议记录：

为帮助 同学更好的适应学校生活，在进行学生、

家长、二级学院、学生健康中心四方会谈后，为达成共同目标，各方

会谈内容如下：

一、学生本人

二、学生家长

三、二级学院

四、学生健康教育中心

二级学院签名： 学生健康教育中心签名：

日期： 日期：

学生家长签名： 学生个人签名：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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