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应急救援心理干预 学校心理危机干
预应急方案(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应急救援心理干预篇一

"中国梦，校园情，快乐心"关注心理健康，放飞美丽心灵

在校大学生正处在学习专业知识与人格塑造的关键阶段，近
年来因大学生心理问题导致的事件层出不穷，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校大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也
要关注自我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学会珍惜生命，关爱自
我，关爱他人。近年来大学校园的微电影创作蓬勃发展，颇
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为更好的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促进
校园建设，我们举办此次微电影大赛，鼓励同学们用微电影
手段传递青春正能量，展现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平顶山学院所有在校学生

本活动以微电影大赛的形式开展，鼓励同学自编、自导、自
演能传播正能量的'心理"微电影"，传递校园真情，传播快乐。

（一）内容要求:以校园生活为主题，围绕大学生的生活、学
习、成长等事件，能够反应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如:环境适应、
学业问题、情感困惑、寝室关系、人际交往、就业考研压力，
帮助他人、自我成长等要求内容健康，主题鲜明，积极向上，



作品新颖有时代感。类型不限，故事片、纪录片、动画片等
皆可。

（二）时间要求:参赛作品分为短片作品与长片作品两种类型。
短片作品要求不少于300秒（5分钟）、不超过720秒（12分
钟）。长片作品要求不少于900秒（15分钟）、不超过1500秒
（25分钟），以18～23分钟以内为佳。

（三）技术指标:短片拍摄设备自备（如手机、相机、dv、摄影
摄像机等），后期制作完善，须达到电视播出标准（画面清
晰，声音清楚，提倡标注字幕）。dv作品如有对白请务必配上
字幕;片尾字幕需注明主创人员名单;请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不得出现违反相关法规之内容情节。动画作品（使用计
算机2d或3d动画软件制作的作品）请将作品渲染为常见视频
文件，以便于放映。

（四）原创要求:参赛作品要求原创不得抄袭，借鉴他人或网
上作品，一旦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参赛者需将参赛作品制成dvd格式光盘，报名时需向承办方负
责人递交作品光盘及参赛作品表、原创承诺书（见附件）。
同时将参赛作品表的电子档以"姓名（第一负责人）-学号-作
品名"命名，在6月9日前发送至活动评审会邮箱。

报名及递交作品时间:5月18日起至6月8日。

联系人:杜彬彬

本活动共分为三大阶段:

1.前期阶段（5.15-6.8）:宣传活动，征集作品

通过校园广播、网络、海报宣传、广场led宣传等方式对本活
动进行宣传



面向全校学生征集原创微电影作品

2.中期评审阶段（6.9-6.11）:组织专业教师评审，选出入围
作品

3.成果汇报阶段:作品展映，现场评委与观众评审，评出奖项

奖项设置:最佳短片奖、最佳长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
（原创类、改编类各1名）、最佳摄影奖、最佳（男）女演员
奖、最佳艺术效果奖、观众最喜欢作品奖，另设优秀影片奖
若干名。

应急救援心理干预篇二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我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工作，
预防学生中可能出现的疫情心理危机事件，保障校园稳定，
按照国家、省、市、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和《xx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通知》精神，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学校实际，本着进
一步落细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体师生心理健康工作，
特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心与
育德相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团
体辅导与个体咨询相结合，树立生命至上与身体健康理念，
结合教职工工作特点，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结合学生
身心成长与发展规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营造理性平和的
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成立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组

组长：xxx



副组长：xxx

成员：xxx、各年级主任、各班班主任、各班心理委员、宿舍管
理员

按照文件精神与具体要求，在全体师生中全面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与普及，增强师生的心理健康意识，重
点做好疫情期间的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确保广大师生以健
康积极心态开展学习与生活。

（一）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学生情绪波动

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与学生
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务统筹起来，一体推进，抓紧
抓实抓到位，确保不出现因心理原因产生的极端事件。

（二）做好摸底排查，掌握心理动态

各班主任要组织好班级心理委员、寝室室长开展工作，对所
有学生进行心理状况摸底排查，实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

根据不同情况做好心理支持服务，减轻疫情、核酸检测、封
闭管理等特殊情况可能对学生造成的心理困扰，促进校园和
谐稳定。如有情绪异常波动的同学，班主任及时疏导，如果
疏导无效，及时与心理咨询室联系。

具体排查内容：

1、学生情绪状态。尤其要关注因心理问题长期请假，刚刚返
校的住校学生的情绪状态。

2、宿舍人际情况。避免冲突，有矛盾及时调解。



3、学生中舆情情况。引导学生不信谣、不传谣，坚定对老师
和学校的信心，保持情绪冷静。

（三）加强宣传教育，做好心理防护

1、通过班级微信群实现家校密切沟通与联系，让被管控在校
的住校生家长放心，协助稳定学生的情绪，帮助隔离在家的
跑校生家长稳定孩子的情绪。

2、心理咨询室进行疫情防控期间心理防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鼓励同学树立信心，减少恐慌，营造团结、安全、理性的氛
围。

3、密切联系班主任工作群，指导班主任开展疫情期间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

（四）开展咨询服务，做好人文关怀

1、公示热线电话

做好学生线上、线下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工作。认真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师生心理状况调查，严格执行咨询师轮
值制，切实做好线上线下心理援助，通过个体咨询和团体辅
导相结合的方式，及时解答师生心理困惑，为有需要的师生
及时提供咨询转介。

四玲姐姐：

叨叨琦：

2、聚焦重点人群

（1）封闭管理的住校生。各班主任要对住校学生的人际关系、
情绪波动情况进行关注。



（2）因心理原因请假后复学的学生。关注他们现在是否服药，
药量能坚持的日期，情绪波动情况。

（3）家庭情况特殊学生。家中有人生病或其他事件的学生的
情绪状态要及时关注。

（4）心理脆弱学生。对疫情有恐慌、害怕、担忧的学生，要
及时安抚。

（5）密接、次密接学生。

3、成立宿舍心理互助小组

各宿舍成立宿舍心理互助小组，积极发挥班级心理委员的作
用，密切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团
结一心，共同稳定情绪，平稳度过疫情。

4、做好个别辅导

各班班主任对心理波动过大，无法有效安抚的学生，及时联
系心理咨询室辅导老师。

（五）做好学生返校后防控工作

1、严格执行心理异常及时报告制度。班主任、宿舍管理员、
班级心理委员积极发挥各自职责，密切关注班级及宿舍同学
的心理状态及变化，对于情绪、行为等方面出现异常变化，
如情绪异常低落或暴躁、行为表现背离常态的同学，应在最
大程度保护其隐私的情况下，及时上报政教处，由心理咨询
室和学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开展科学评估，加强分类指导。学校要密切关注返校后师
生心理状态及变化，确保在安全防护的情况下做好谈心谈话、
咨询转介。科学评估师生健康状况，重点关注那些因新冠肺



炎疫情出现焦虑、悲伤情绪的学生，分层分类提供帮助及必
要的心理咨询服务。

3、规划课程活动，提升防疫能力。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及师生
需求，有针对性设计心理健康课程和活动，提升师生管理情
绪、应对压力的水平，着力营造校园和谐平安氛围。

4、建立师生心理健康档案。校方应及时掌握师生心理状态与
变化情况，建立师生心理健康档案，并加强对重点关注人员
的信息更新与跟踪服务。师生心理健康档案应由专人保存，
并防止隐私泄露。

5、努力提升队伍工作能力。多渠道提供各类培训与问题解答，
完善与提升沟通交流、思想引导、情绪疏导与生活指导的专
业知识与能力。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学校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严格落实各项措施，确保师生心态平稳
健康。

（二）履职尽责，加强监管。各工作人员应充分发挥各自职
责，加强日常管理，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全面做好师生心理
保健工作。

（三）关怀教育，注重方法。工作过程中要体现人文关怀、
注意方式方法，保证工作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师生隐私。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不管乌云再怎么肆意地弥漫，
风云过后必是一片蔚蓝天地，而遮天盖地的云层上面，也永
远是阳光灿烂。望七中人携手共进，共同打赢这场疫情攻坚
战。



应急救援心理干预篇三

为及时疏导、有效干预学生心理危机，减少或避免因心理问
题而引发的伤害事件，及时、有效、稳妥地处置校内可能发
生的各种心理危机事件，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特制定本预案。

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应遵循以下原则:

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学校统一领导
下，各个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分工负责，才能取得实效。结
合学校实际，建立如下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体系:

（一）一级预警和干预

成立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领导小组

组长:乔辉杰徐志强

副组长:张美英、胡丹英

成员:朱乃器、钟茜、马红华、刘红英、王正辉、杨国欢、顾
引娣、班主任

（二）二级预警和干预

组长:胡丹英

成员:刘红英、王正辉、杨国欢、顾引娣、班主任

（三）三级预警和干预

成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学生心理委员

心理老师对班主任、任课教师及学生中的心理委员定期进行
心理危机干预的常识性培训。以便在遇到问题的情况下能够



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通报、干预、转介。各班级设心理委员1
名，主要职责是在班集体中进行心理健康理念和心理卫生知
识宣传，提供心理辅导服务，及时掌握和报告学生异常心理
信息。

（一）重大心理危机事件

发生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精神病人处于急性发作期，自伤
或伤人行为正在发生

（二）较大心理危机事件

（三）一般心理危机事件

1、在心理健康测评中筛查出来的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

2、因情感受挫、人际关系失调等导致的心理或行为异常.

3、因学习困难、经济困难、适应困难、等出现心理或行为异
常.

（四）危机报告

（一）对有严重心理障碍学生的干预措施

2、经评估认为该学生可以在学校边学习边治疗的，学校须指
定专人密切注意该生情况，加强管理，及时提供心理辅导，
必要时请精神卫生专家会诊治疗，家长并要签订协议书.

（二）对有自杀倾向的学生的干预措施

一旦发现或知晓某生有自杀意念，即该生近期有实施自杀的
想法和念头，学校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2、报告心理咨询室，对该生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或请专家会



诊，并提供书面意见

（三）对实施自杀行为学生的干预措施

1、对刚实施自杀行为的学生，要立即送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实
施紧急救治

（四）对有伤害他人意念或行为学生的干预措施

（五）危机干预后期措施

（二）对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和自制力不完全的学生，不得在
学生宿舍里实行监护，避免监护不当造成危害，以确保该生
安全。

（三）在与家长联系过程中，应注意方式方法，做好记录，
并妥善保存。

应急救援心理干预篇四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提高广大师生疫情防范意
识，消除恐慌心理，急躁情绪，焦虑心态，营造和谐氛围，
使在校学生安心学习、在家学生静心线上学习、家长理解配
合学校工作，全力保障广大师生和家长的身心健康，进一步
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
平，真正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疏导的实际作用，制定教体局疫
情防控心理健康教育疏导方案。

认真贯彻认真落实省市县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和相关文件要求，
根据中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运用心理健康教
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培养学
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综
合发展。



1、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有针对性地实施
心理健康教育疏导。

2、面向全体师生和广大家长，通过开展心理辅导教育活动，
缓解师生疫情期间心理压力，提高心理适应能力；使家长科
学教子，理性对待疫情防控期间孩子诸多问题。

3、关注特殊学生群体，根据个别学生的不同需要开展多种形
式的教育和辅导，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4、综合施策，家校联合抗疫，形成合力，促进家校社共育。

1、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广大师生及家长心理健康教育疏
导工作，尤其是封闭的学校要积极发挥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
组的作用，研究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有效的工作方案，细化
工作任务，明确岗位职责，组织心理辅导专业老师、班主任、
任课老师等人员扎实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疏导活动，落实好相
关工作安排，及时化解师生可能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确保
师生平稳安全度过疫情期。

2、发挥各单位心理辅导中心作用

各县直学校、各中心校、各初中心理辅导中心要具体实施心
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向学生和家长公布心理辅导老师电话
号码、网上心理信箱地址，畅通渠道接受广大家长和师生来
电来信。封闭的学校设立校园知心信箱，做好师生团体辅导
和个体咨询，运用积极心理学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居家网
上学习的学校，开展线上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活动，有条件的
学校可结合实际录制视频课，也可以利用正规网络资源，整
理视频、图文资料安排师生和家长学习观看，做好心理防疫。

3、发挥局青少年心理辅导站作用。



局青少年心理辅导站积极发挥专业团队的力量，及时对疫情
期间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研、研判，制定实施方案，指导
各单位开展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组织协调好专
业人员公布咨询电话，做好电话咨询和线上咨询，常态化开
通心理辅导站咨询热线xxxx-xxxxxxx，接受我县师生、家长的
个体咨询辅导，组织心理援助团队，随时接受各学校和家庭
的心理援助，助力校园及家庭教育心理问题的解决。

4、加强学生心理问题排查

各单位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通过观察、座谈、问卷等形式，
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排查，特别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学生等
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重点学
生实施“一人一策”，制定必要的心理危机应急预案，及时
干预辅导，必要时予以转介，确保心理危机防控工作及时、
有效，做到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

5、开展有益活动，舒缓心理压力

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文体艺活动，封闭的学校要组织主题班
会、小型演讲比赛、阅读、才艺展示、篮球、足球、乒乓球、
跳绳、田径等体育活动，播放合适的影片等舒缓学生压力，
放松学生心情；居家线上学习的学生，学校要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和线上学习特点，线上组织安排丰富的文体活动，务必
做到劳逸结合，身心愉悦。

6、加强家校联系，畅通沟通渠道

学校通过电话、网络、班级微信群加强与家长的沟通，通过
召开线上家长会、举办线上家长心理健康讲座、写一封家书、
进行亲子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帮助家长了解心理健康常识
和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缓解家长心理压力和
负担，用科学的方法建立亲子互动关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应急救援心理干预篇五

通过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心理疏导，会帮助您分析您的问题，
您的困惑，您的恐惧到底来自何处，从更深的层面来剖析人
性，让您从恐惧中跳脱出来重新审视自己，让您真正的成长
起来，从而达到根治心理问题的目的。

1)生物反馈训练

通过生物反馈仪，训练师带领你在轻快的音乐中调节你的呼
吸，放松你的肌肉，从而让你心中的紧张情绪慢慢地舒展开
来，并且让你在放松中认识你的紧张、恐惧情绪，进而消除
你的恐惧。

2)身心平衡减压训练

通过身心平衡减压训练来改变恐惧状态，达到治疗目的。恐
惧最显著引起的是紧张情绪，进而出现流汗、头晕、心跳等
躯体不适。因此，通过先进的身心平衡训练仪，不仅能消除
这些躯体的不适，调节你的心态，而且让身心达到一平衡的
状态。

3)催眠治疗

应用催眠治疗来对抗面临恐惧处境所产生的紧张、焦虑反应。
训练来访者应用自我催眠法，在催眠的气氛中鼓励患者面临
恐怖处境时保持肌肉松弛，以期对抗。

4)系统脱敏治疗

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性或渐进性训练，令恐惧者的感官
逐步接受刺激，使之对刺激的恐惧程度逐渐降低，通过等级
性的恐怖情景一步步地进行脱敏，使患者逐渐克服对物体或
处境的恐怖。



5)团体治疗

运用团体的'能量场，在团体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爱与信任
的氛围，分享彼此的情绪与问题，在集体的智慧帮助下，在
团体里一起走出社交恐惧的困扰，逐步提高恐惧症来访者的
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