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心理危机干预个案报告(精选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心理危机干预个案报告篇一

心理危机处理突发事件，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为了解决特
定问题的过程中，心理危机、团体或个人危机消除，恢复正
常。

主管领导，班主任、心理教师、学校医生，校园警察、司机、
心理社区成员等。

1、主管领导整体组织和协调命令。

2、班主任理解信息并通知父母，稳定的类。

3、心理老师现场咨询、干预，避免极端的心理行为。

4、学校医生现场处理可能身体病人和损伤。

5、校园警察维持秩序。

6、司机保证交通。

7、心理社区成员辅助开展工作。

八、干预后观察及随访。

1、心理危机发生时，班主任和心理社区成员应当通知主管领
导在第一次。



2、主管领导注意心理教师、学校医生，校园警察，司机和其
他相关人员到达现场。

3、根据分工迅速扩张的工作。

1，危机时刻发生，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成员应该绝
对服从领导的安排，以避免延迟导致不良后果。

2，危机意味着风险，所有成员不能因为干预无效和自责，内
疚，实现限制的干预。

心理危机干预个案报告篇二

一、成立学校心理健康及个案跟进教育工作小组

组长:z

副组长:z

组员:z

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

三、方法与途径

2、建立完善学生个案档案

3、指导家长改进家庭教育方法

四、严格报送制度

根据“预警”机制的三个级别,严格学生情况报送制度.



心理危机干预个案报告篇三

自我认知，是指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
评价。自我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起点，在自我评价的基础
上悦纳自我，是人们与外部世界和谐相处的基础。青少年正
处于生理与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阶段，通常很关注自己的容
貌、体形、第二性征等方面的细微变化，往往因为对身体、
相貌不满而产生困惑、烦恼和自卑，这种个体由于对自我体
像失望所引起的心理烦恼就是体像烦恼。下面我们来看看这
样一个因为体臭，青少年体像烦恼的干预案例。

案例中小天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体像烦恼。青少年的体像心
理状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正常的体像心理。
进入青春期以后，男生爱照镜子、喜欢穿时尚炫酷的衣服，
女生喜欢化妆、认为自己胖而适当减肥节食等，这些都属于
正常的体像心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豆蔻年华的少
男少女。我们不仅要充分理解还要正确引导青少年对美的追
求，引导他们悦纳自己的身体，避免冠之“臭美”“不务正
业”“肤浅”等消极评价。第二，体像烦恼。这是一种由于
个体自我审美观或审美能力偏差导致自我体像失望而引起的
心理烦恼，如认为自己眼睛小去割双眼皮、不化妆不出门、
因为长青春痘不和别人说话、认为自己体毛重夏天不穿短袖
衣。一般来说，形体烦恼、性别烦恼、容貌烦恼和性器官烦
恼在青少年中的发生率比较高，对这种情况我们要积极关注。
体像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正常生活学习的重要因素，如果通过
一般性谈话无法帮助学生解决，就需要心理专业资源介入。
第三，体像障碍。体像障碍是指个体想象客观上不存在的体
貌缺陷，并为之痛苦而无法自拔，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体像障碍一般可见于多种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其病因和病
理较复杂，与器质性和精神性因素都有关系，需进行专业的
治疗。

1、如何帮助有体像烦恼的学生？专业心理评估，对应采取措
施。案例中的小天，觉得所有人都议论她、嫌弃她，害怕交



往，远离人群，情绪低落等，还伴随着气喘等生理症状出现，
已接近变形心理冲突，应组织心理教师或学校心理评估小组，
对小天进行心理评估，如果问题超出了心理辅导的范畴，就
转介到专业心理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根据其严重程度来确定
心理危机级别和相应的干预措施。如果心理医院诊断为神经
症，则根据医嘱住院或服药治疗，可以同时辅助心理咨询或
辅导；如果问题属于正常心理冲突范禹，可进行学校心理辅
导，帮助学生提高自信，悦纳自我。提供展示平台，培养其
自信心。体像烦恼是对自己身体的不接纳，是缺乏自我认同
的表现，外界的肯定和接纳可以提升其自尊感。这些孩子非
常渴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渴望自己表现优异，融入集体生
活中，所以，班主任老师在选择班干部及参加活动的人选时，
尝试给他们一些机会和平台，锻炼其能力展示其才艺，让其
在身体以外的其他方面获得认同感，从而提高自尊水平，促
进其对身体的接纳。

心理班会，角色互换。在班会上多组织一些增强同学之间相
互接纳的活动，如心理剧，以体像烦恼为主题，让学生们自
编自导自演，在角色互换中体会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感同
身受；或者以“今天我来露露怯”为题，让每个人说一说发
生在自己身上最糗的事，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参加，在笑声中
让学生们找到心理平衡，当有体像烦恼的学生发现原来大家
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感觉时，那种体像自卑感就会大大降低。

是否与学生家长沟通，要视情况的严重程度而定。学生有体
像烦恼，采取个体辅导、班级干预等措施后，其冲突水平降
低到正常范畴，即学生的情绪稳定，不影响正常生活学习，
思维认知正常，能够自我调整，就不必通知家长；如果超出
这个范畴，就要和家长沟通，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活
动，同时取得家长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发展到体像障碍的程
度，务必建议家长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



心理危机干预个案报告篇四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精神，
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增强工作主动性,有
效预防、及时发现、控制和消除由学生严重心理问题及由此
可能引发的自伤或伤害他人等心理危机或潜在危机，及时进
行干预,预防校园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保障我校学生的心理
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校园秩序，根据我校情况特制
定此预案。

（一）心理危机定义

心理危机指学生运用通常处理方式不能应对目前所遇到的情
形，无法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感知与体验而出现的严重心理失
衡状态。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对有心理危机的个体
或群体的一种紧急处理，其目的是及时对经历个人危机、处
于困境或遭受挫折和将发生危险的对象提供支持和帮助，使
之恢复心理平衡，并使学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当出现紧急心理危机事件时，由学校领导指挥，政教处统一
指挥协调，级部领导、班主任、学校专兼职心理老师及学校
有关人员共同参与，配合学校指挥，联动配合，对学生心理
危机情况进行及时干预。

1．因心理障碍或突发事件导致产生自伤企图或行为者；

2．有严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易出现自伤行为的精神障碍
者；

3．出现与严重自伤或他伤事件（或人）有密切关联者。

1．生命第一的原则。发现危机情况，立即采取保护措施，最



大限度地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

2．亲属参与的原则。实施心理危机干预时，以最快的速度通
知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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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要协调
配合，履行职责，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二、学校成立“日庄镇中心中学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小
组”

在校长、副校长、政教处领导下，级部长、班主任、学校专
兼职心理老师及相关人员共同组成。

逐步建立监控网络，班主任在班级设立心理委员，学生会对
相关同学心理状态信息的掌握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班
主任、年级组长、学校心理咨询室、政教处，学校学生心理
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如遇到突发事件，任何人都可直接上报
学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报告给学校领导。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规划和领导我校学生心
理危机干预工作，督促各班认真履行危机干预工作的职责，
制定危机事件处理方案，实施危机风险化解，为重大危机事
件处理作出决策。

（一）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立足教育，重在预防。
应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引导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善
待人生；应对学生进行自我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
我，愉快接纳自我，积极发展自我，树立自信，消除自卑；
应对学生进行危机应对教育，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危机，人们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危机，哪些言行是自杀的前兆，对出现自



杀预兆的同学如何进行帮助和干预。

1．情绪低落抑郁者

2．出现严重适应不良导致心理问题者

4．过去有过自杀行为或企图，或家庭亲友中有自杀史或自杀
倾向者；

5．性格有明显缺陷者，如明显内向、与别人缺乏正常的情感
交流者；

6．有强烈的罪恶感、缺陷感或不安全感者；

8．有明显的精神障碍或心理疾病者；

9．存在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或其它可能对自身、
他人、社会产生危害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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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有严重心理障碍学生的干预措施

1．发现学生心理异常情况信息，班主任反馈到心理工作室，
由心理老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初步评估。心理老师
应提出书面报告及相关建议。如鉴别出学生患有严重心理障
碍或严重心理疾病，应该派专人负责监护并立即通知学生家
长，与家长协商并签署相关文字性材料，转介上级医院或咨
询机构。

2．根据文件要求，中小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应当量力而行，超
过学校心理危机干预能力范围的个案，经学校专职心理老师
鉴别判断后，应立即转介。



（4）必须避免怂恿当事人责备他人。

4.对有自杀或自伤意念学生的干预措施

（1）成立监护小组，在“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指导
下，将有自杀或自伤意念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点（学校心理
咨询室或其他安全地点，为防意外，最好在一楼等相对安全
区域），组织班主任、各位老师、心理老师和监护小组对其
实行不间断监护。

（2）通知学生的家长尽快赶到学校，待家长赶到学校后双方
共同商量解决办法。

（3）由专职心理教师进行特别的个体危机干预。要做好详细
的学生心理危机分析、归因分析和心理诊断，制定心理危机
特别干预方案，采取专业性的心理干预手段进行干预，建立
特别干预工作档案，做好详细判断、分析、辅导干预过程记
录；必要时请有心理治疗干预特长的专家进行指导或者转介
医疗机构。

（4）学校要建立防护措施、监控措施，应对和防止学生的极
端行为，保护学生身心安全。同时，学校要及时将特别预警
学生出现心理危机的时间、原因、判断、干预方式、过程变
化等情况，写成书面特别预警干预情况报告，以应对家长、
媒体、社会的询问、质疑、报道和纠纷；经上级同意，必要
时学校可以主动约见媒体，如实通报情况，争取主动，防止
学校的声誉损失、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5）如转介的学生需住院治疗，学校与家长协商并要求家长
写下书面同意意见后（如果是通过电话与家长协商应有电话
录音，以免发生纠纷），由家长办理请假、休学或退学等相
关手续。

（6）如有自杀或自伤意念学生需回家休养治疗，应立即通知



学生家长将其带回家休养治疗并办理相关手续。相关手续一
旦办理完毕，学校不得让其继续留在学校，以免影响其心理
康复或发生意外。

5.对已经实施自杀或自伤行为学生的干预措施

（1）对已经实施自杀或自伤行为的学生，要立即送到最近的
医院急诊室或校医室，由急诊室或校医室负责实施紧急救治
或转到其它医院救治。同时，立即向学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小组进行报告。

（2）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由保卫部门或公
安部门负责及时保护、勘察、处理现场、防止事态扩散和对
其他学生的不良刺激，并配合、协调有关部门对事件的调查。

（3）立即通知实施自杀或自伤行为学生的家长到校。

（4）对于自杀未遂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应与家长协商解
决。如危机情况尚未解除，必须由家长为其办理休学或退学
手续，转介到专业心理治疗中心进行咨询和治疗，不得让其
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以免影响其心理康复或发生其他意外。

（5）对于已实施自杀行为学生周围的学生，包括同班同学、
好朋友、目击者等，学校和班级应采取相应的安抚措施。心
理咨询室可根据需要进行团体心理辅导，避免更大范围的急
性心理危机出现。

6.对有伤害他人意念或行为学生的干预措施

由政教处、保卫处负责，首先给予控制，保护双方当事人的
人身安全。由心理工作室对当事人进行心理评估。如诊断有
伤害他人意念或行为者需要住院治疗或回家休息，及时通知
家长并与家长协商解决。



总之，学校要做好学生心理危机早期预警工作，应做到对学
生的心理状况变化早发现，早通报，早评估，早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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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心理危机而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除按学校学生学
籍管理办法办理外，还应出具有资质医院、咨询中心等开具
的心理疾病康复证明。

（2）学生复学后，学校和班级应对其学习生活进行妥善安排，
给予密切关注，了解其心理变化情况，同时帮助该生建立良
好的支持系统，引导同学避免与其发生激烈冲突。班主任每
月至少与其谈心一次，并通过周围其他同学随时了解其心理
状况。

（3）对于因有强烈的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休学而复学的学生，
学院还应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心，应安排班主任、学生骨干、
该生好友等对其密切监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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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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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与相关方面打交道的重要的电话录
音、谈话录音、记录、书信、照片等。学生自杀事故发生后
（含已遂和未遂），学生所在班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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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学校心理
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备案。学生因心理问题需退学、休学、转
学、复学的，班级亦应将其详细资料报学校心理危机干预领
导小组备案。

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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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各部门尤其是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工作人员，应服从指
挥，统一行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因失职造成学生生命损失的，要对责任人实行责任追究。
具体来说，在下列情况下，要追究个人责任。

3．校心理危机干预小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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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危机干预个案报告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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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症状得到立刻缓解和持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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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组长：成员：

（一）认真组织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普查，及时发现学生中
存在的心理危机情况。

问题的学生要及时发现，关心他们，及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
心理援助，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2、对有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要及时通知其家长，并协助家
长做好教育、疏导、监控工作，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学生转
到精神疾病医疗机构进行诊治，防止因心理障碍引发自杀或
伤害他人事件发生。3、关心留守儿童，深入开展“我把学生
当家人，学生把我当亲人”活动；要建立“早发现、早报告、
早研判、早预防、早控制”的“五个早”预警机制和加强毕
业生离校前、放假前后、考试前后、开学前后、新生入学后、
重大活动前后和季节交替前后的“7个重要时段”的重点监控
工作。牢固树立“生命至上”的理念，为学生安全负责，确
保青少年学生在校健康、快乐成长。

（二）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



1、按照有关要求，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纳入学
校整体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中。建立在校长领导下，以班主任、
辅导员、德育教师和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骨干、全体
教师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

2、认真贯彻落实《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通过
案例教学、体验活动、行为训练等形式，科学系统地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健康宣传周、主题班会、宣传栏、黑
板报等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3、继续加强心理辅导工作，积极配合团委、关工委做好“心
情驿站”心理咨询工作。通过咨询，为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与
服务。

4、做好新生、毕业生、贫困生，特别是学习困难学生、违纪
学生、言行异常学生、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早恋学生
的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帮助他们化解心理压力，克服心理
障碍。

5、充分利用现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资源，招募志愿者教师，
扩大心理咨询队伍，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进行心理危机
干预。

存在心理危机倾向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及教师

1、教育为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以对中职
生开展心理素质教育为主，增加学生对危机的了解与认知，
提高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和情绪调控能力，为应对危机做好
准备。

2、重在预防。积极开展生命教育、培养学生认识生命、尊重
生命、珍爱生命的意识，并学会正确的应付危机的策略与方
法。



3、完善系统。通过构建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做到心
理困扰早期预防、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应对，避免或
减少危机对学校正常工作的影响。协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社会
支持系统，鼓励同学之间互相关爱、互勉互助，形成协调的
人际关系。

4、处理果断。危机干预工作要准确判断、果断处理、有效干
预，避免因处理不及时、不得当而激发或加重学生的困扰，
给工作带来被动局面。

建立三级危机预警网络：

一级预警：学校专业危机干预人员，全面负责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与心理危机防护工作。

二级预警：学生处辅导员及学生管理人员，应接受心理健康
及心理危机干预培训，及时发现学生异常问题，并及时汇报
情况和开展相关工作，并负责与学生家长建立联系。

三级预警：学生干部及学生心理委员。要在学生中普及危机
预防和干预的基本措施。充分发挥班级学生干部、学生党员
的骨干作用，加强思想和感情上的联系和沟通，一旦发现异
常情况，要做到及早发现、及早报告。对于接受干预的危机
当事人，要做好跟踪援助工作，帮助当事人顺利度过危机。

全校尤其是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教师及各处室工作人员，应
服从指挥，统一行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因自己的失
职造成学生生命损失的，要对个人及处室实行责任追究。

3、各处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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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