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 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应
急预案(通用8篇)

意见建议是交流和沟通的重要环节，它能够促进团队合作和
工作效率的提升。在个人简历的撰写过程中，有时候需要参
考一些优秀的范文，下面是一些为大家整理的个人简历参考
资料。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一

校园心理危机是指在学校校园生活范围内，由于各种突发的、
重大的危机事件所引起的校园成员心理严重失衡状态。

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应遵循以下原则：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组织健全，职责明确；预防为先，教
育普及；预警及时，重点突出；干预到位，专业科学；支持
系统，家校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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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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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职责：把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融入学校处置突



发性事件工作体系中，全面指导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
作的实施，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之凝成合力，使学生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对于突发心理危机事件进
行处理、负责审定心理危机干预预案、定期听取下级的汇报、
决定向有关医疗机构转介学生。

组长：胡丹英

成员：刘红英、王正辉、杨国欢、顾引娣、班主任。

主要职责：指导与部署学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结合日常教育管理工作，积极开展学生心理
危机救助工作。排摸和掌握有关信息，及时向校心理危机干
预领导小组报告较严重的心理危机事件，并根据校心理危机
预防和干预领导小组的意见，开展心理评估和干预等工作。

二级预警和干预工作小组要建立以班主任为主体的信息网络，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及心理状况。在发现或得
知学生有异常心理或行为表现时，要尽快安排专（兼）职心
理老师了解相关情况，采取必要的看护措施和妥善的援助措
施，以缓解和消除学生心理问题，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对较
严重的心理危机事件，要在第一时间报告，以启动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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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心理危机事件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将心理危机事件
分为重大事件、较大事件和一般事件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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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活学习中遭遇突然打击，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亲人死
亡；父母的离异；家庭暴力等）、遭遇性危机（性伤害；性
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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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伴有强烈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2、患有严重心理疾病，并已经专家确诊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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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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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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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现有较大或一般心理危机事件，相关二级预警和干预工
作小组及时以电话的形式上报校心理辅导室，并在24小时内
以书面形式向学校心理咨询室报告。

2、当有重大心理危机事件发生时，各相关人员应立即向学校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领导机构报告。



（一）对有严重心理障碍学生的干预措施

1、对出现严重心理障碍的学生，学校须报告心理咨询室对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或到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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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评估认为该学生回家休养并配合药物治疗有利于其心理
康复的，学校必须派专人监护，确保其人身安全后，通知学
生家长将其带回家休养治疗。

4、评估认为该学生住院治疗有利于其心理康复的，学校必须
及时通知该生家长将其送至专业精神卫生机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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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立即将该生转移到安全环境，并成立监护小组对该生实
行24小时全程监护，确保该生人身安全，同时通知家长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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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评估认为该生住院治疗有利于其心理康复的，学校应立
即通知家长将该生送至专业精神卫生机构治疗。

4、经评估认为该生回家休养有利于其心理康复的，学校应立
即通知家长将该生带回家休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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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及时保护、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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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取证。

3、对于自杀未遂的学生，经相关部门或专家评估，如住院治
疗有利于其心理康复的，通知其家长将该生送至专业精神卫
生机构治疗；如回家休息治疗有利于其心理康复的，在其病
情稳定后由家长将其带回家休养治疗。

4、正确应对新闻媒体，学校应有专门对外发布信息的人员
（一般是办公室主任），防止不恰当报道引发负面影响。

5、学校应及时对本校师生通报情况，在同专（兼）职心理老
师商讨或专家的指导下组织老师对相关人员进行及时的心理
疏导。

（四）对有伤害他人意念或行为学生的干预措施

1、对于有伤害他人意念或行为的学生，由相关部门立即采取
相应措施，保护双方当事人安全。

2、学校须报告心理咨询室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或
请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会诊。学校根据评估意见进行后续处理。

1、学生因心理问题住院治疗或休学再申请复学时，应向学校
提供相关治疗的病历证明，经心理咨询室、学生心理危机预
防和干预领导小组评估确已康复后，必要的情况下并签订协
议后，可办理复学手续。

2、学生因心理问题休学后复学时，学校咨询室和班主任应对
其定期进行心理访谈，了解其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
况。



3、对于有自杀未遂史的复学学生（有自杀未遂史的人属于自
杀高危人群），心理专（兼）职老师进行定期心理访谈及风
险评估，密切监护，及时了解其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并
同家长签订协议，确保该生人身安全。

（一）在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工作时，应坚持保密
原则，不得随意透露学生的相关信息，并尽可能在自然的环
境中实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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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干预措施中涉及到学生需要休学接受治疗的，按《朱
行中学中学学生管理条例》办理。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二

一、指点思维：

应急处理预案是应答突发事件，掌握事故发展，下降事故丧
失的有效办法根据国度、省市对于增强公共保险应急预防工
作请求及《安徽省中小学校学生人身平安事故防备与处置措
施》的划定，联合我校可能涌现的不定期停电情形，如遇晚
自习或宿舍停电，为了全部住宿学生的安全，学校应相应制
订停电应急预案。

二、工作要求：

一旦在晚上有停电突发事件产生，要立刻启动应急处理预案，
依照同一指挥，分级负责，各司其职的准则，及时控制局势，



尽力将事故迫害降到最低水平。

三、预防及应急前筹备：

1、总务处按期对学校电器、线路等进行检讨，防止因本校本
身因素呈现的意外停电事变。

2、根据上级文件精力配置应急灯，保障每个寝室以及各疏散
通道都有应急灯，严禁在寝室应用蜡烛。

3、对生活指导教师、值班行政等装备好手电筒以备急用。

4、常常应用班会课、校聚会等对学生进行停电应急有关常识
的宣扬教育，并能依据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四、教养楼晚自习大面积停电的紧急预案：

1．各班辅导老师首先将学生节制在教室内，稳固学生情感。

2．值班行政敏捷懂得情况，告诉有关负责人；如停电不能在
短时间内恢复须疏散学生，应即时通知各班辅导老师。

3．分散学生时，所有辅导老师分辨把持楼道跟楼梯口，组织
学生有序疏散，教导学生下楼梯一律靠右边行走，制止学生
在疏散进程中愣住哈腰去系鞋带或捡丢下的物品，各楼层疏
散必需错开时光，避免拥挤、蹂躏。

4．疏散时所有辅导老师应随所在班级同窗一起，负责疏散时
的指挥和组织，直到所有学生分开教学楼。

五、宿舍停电的紧迫预案：

1、生涯领导教师在第一时间通知值班领导，并服从值班领导
的部署。



2、停电后，各个宿舍学生必须坚持宁静，严禁大声喧闹、嬉
闹，不准擅自点蜡烛。

3、宿舍长指挥本宿舍学生迅速就寝，并留神安全；

4、在此期间，住宿学生严禁互串宿舍或到楼下来；

6、负责宿舍检查的老师必定要负起义务，拿手电到宿舍督促
学生就寝并处理当急事件；

7、值班行政引导监视并指挥上述过程。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三

生活中灾难、暴-力、事故、意外等创伤性事件时有发生，侵
害人们的心灵，造成不良后果。在学校，学生面对学习压力、
亲子关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而青春期的躁
动和感性使他们处理问题容易极端化，同时四川汶川大地震
对他们的心理伤害，使产生心理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
此，心理危机干预迫切而重要。针对高危人群的心理社会干
预能够防止或减轻创伤后的不良心理反应，避免心理痛苦的
长期化和复杂化乃至极端化，促进创伤性事件的适应和心理
康复。这不仅是对每一个学生的人文关怀，也是构建和谐社
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诉求。为此，特制定南轩中学心
理危机干预应急方案，以期尽最大努力帮助师生解决面临的
可能心理困境，促进南轩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更好发展。

一、心理危机干预的目标：处理突发心理危机事件，避免造
成的更大的伤害；解决心理危机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群体或
个体危机消除，恢复常态。

二、心理危机干预组成人员：主管领导、班主任、心理老师、



校医、校警、司机、心理社团成员等。

三、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分工：

1、主管领导全面组织协调指挥。

2、班主任了解信息、通知家长、稳定班级。

3、心理老师现场疏导、干预，避免极端心理行为。

4、校医现场处理可能的躯体病患及伤害。

5、校警维持秩序。

6、司机保证交通。

7、心理社团成员辅助开展工作。

8、干预结束后观察和随访。

四、心理危机干预的程序：

1、心理危机发生后，班主任与心理社团成员应在第一时间通
知主管领导。

2、主管领导通知心理老师、校医、校警、司机等相关人员到
达现场。

3、按照分工迅速展开工作。

五、心理危机干预的注意事项：

1、危机瞬间发生，决策很重要，所有成员应绝对服从领导安
排，避免拖延导致不良后果。



2、危机就意味风险，所有成员不能因干预无效而自责、内疚，
要意识到干预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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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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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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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理危机干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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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理危机干预分类措施

《中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
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四

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学生
的严重心理问题由此引发的自伤或伤害他人等严重事件，并
且维护学校的生活、学习秩序，从而建立和谐校园。现制定
我校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

一、具体目的：

1.通过心理危机教育和宣传，加强学生对危机的了解与认知，
提高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

2.通过心理咨询等支持性干预，协助处于危机中的学生把握
现状，重新认识危机事件，尽快恢复心理平衡，顺利度过危
机，并掌握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

3.通过提供适时的介入帮助防止自伤、自杀或攻击行为等过
激行为。

4.通过构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做到心理困扰早期预防、早
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应对，减少和尽量避免危机对学校
正常工作的影响。

5.通过积极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为学生成长营造健康氛围，
努力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优化心理品质。

二、干预原则

1.预防为主；



2.及时预警；

3.协调有序；

4.反馈追踪。

三、干预对象

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是我校在读的存在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
生。具体包括：

1.通过心理健康测评筛查出来的需要关注的重点学生；

2.遭遇重大事件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3.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

4.有自杀倾向或既往有自杀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自杀者的学生；

5.因严重生理疾病而导致心理痛苦的学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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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不安的学生；

7.其他有情绪困扰、行为异常的学生。

尤其要关注上述多种特征并存的学生，其心理危机程度更严
重，应成为重点干预的对象。

四、心理危机干预组成人员：

主管领导、班主任、心理辅导老师、校保安人员等。

五、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分工：



1．主管领导全面组织协调指挥。

2．班主任了解信息、通知家长、稳定班级。

3．心理辅导老师现场疏导、干预，避免极端心理行为。

4．校保安人员维持秩序。

5．干预结束后观察和随访。

六、心理危机干预的程序：

1．心理危机发生后，班主任应在第一时间通知主管领导。

2．主管领导通知心理辅导老师等相关人员到达现常

3．按照分工迅速展开工作。

七、心理危机干预的注意事项：

1．危机瞬间发生，决策很重要，所有成员应绝对服从领导安
排，避免拖延导致不良后果。

2．危机就意味风险，所有成员不能因干预无效而自责、内疚，
要意识到干预的有限性。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五

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学生
的严重心理问题由此引发的自伤或伤害他人等严重事件，并
且维护学校的生活、学习秩序，从而建立和谐校园。现制定
我校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

1、通过心理危机教育和宣传，加强学生对危机的了解与认知，
提高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



2、通过心理咨询等支持性干预，协助处于危机中的学生把握
现状，重新认识危机事件，尽快恢复心理平衡，顺利度过危
机，并掌握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

3、通过提供适时的介入帮助防止自伤、自杀或攻击行为等过
激行为。

4、通过构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做到心理困扰早期预防、早
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应对，减少和尽量避免危机对学校
正常工作的影响。

5、通过积极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为学生成长营造健康氛围，
努力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优化心理品质。

1、预防为主；

2、及时预警；

3、协调有序；

4、反馈追踪。

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是我校在读的存在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
生。具体包括：

1、通过心理健康测评筛查出来的需要关注的重点学生；

2、遭遇重大事件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3、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

4、有自杀倾向或既往有自杀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自杀者的学生；

5、因严重生理疾病而导致心理痛苦的学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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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不安的学生；

7、其他有情绪困扰、行为异常的学生。

尤其要关注上述多种特征并存的学生，其心理危机程度更严
重，应成为重点干预的对象。

主管领导、班主任、心理辅导老师、校保安人员等。

1．主管领导全面组织协调指挥。

2．班主任了解信息、通知家长、稳定班级。

3．心理辅导老师现场疏导、干预，避免极端心理行为。

4．校保安人员维持秩序。

5．干预结束后观察和随访。

1．心理危机发生后，班主任应在第一时间通知主管领导。

2．主管领导通知心理辅导老师等相关人员到达现常

3．按照分工迅速展开工作。

1．危机瞬间发生，决策很重要，所有成员应绝对服从领导安
排，避免拖延导致不良后果。

2．危机就意味风险，所有成员不能因干预无效而自责、内疚，
要意识到干预的有限性。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六

为做好停电状态下应急处理工作，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正



常运行，确保师生员工在校学习、工作和生活有序进行，结
合本校实际，特制定本应急处理预案。

一、供电系统安排停电

1、学校提前将停电时段通知全校师生。

2、教导处安排停电时段作息信号。

3、总务处提前安排以下工作：

(1)食堂提前准备好停电时段饭菜，确保在停电状态下有饭菜
供应给师生；

(2)水电工做好配电房准备工作，待开始供电时及时送电；

4、各位教师调整教学方式，关好用电设备。

5、电工准备好发电器材，准备临时发电。晚间停电时段，领
导组成员必须全部在校指挥并巡视校园。

二、供电系统安排之外紧急停电状态

(一)白天停电

1、教导处安排停电时段作息信号。

2、总务处关闭(本文来自)自备水源。

3、教职工关闭用电设备。

4、电工检查停电原因，到岗做好发电准备。

(二)晚上突遇停电应急预案



(1)过道、楼梯口应急灯自动开启，电工和值班人员开启学校
备用照明用具。

(2)上晚自习学生必须坐在教室原来座位，不得喧哗、起哄或
走动。上课教师负责组织、管理好本班学生。

(3)如正值下课、就寝前，学生在走廊、楼梯、厕所等，则要
学生在原地站立，等自己眼睛已适应黑暗时，再慢慢回教室
或寝室，坚决阻止学生在此时抢跑，追逐，推搡。

(4)组织相关人员查明停电原因，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电工
做好供电设备检修，及时发电。

(5)若停电20分钟后仍未能恢复正常供电，则晚自习暂停，值
周组利用校园临时广播系统发出疏散信号，教职工分别控制
楼道、楼梯口、主要通道，组织学生有序疏散。值周老师负
责指挥学生按一楼、二楼、三楼、四楼顺序进行疏散、离校。
值班老师关好教室电源。

(6)晚自习学生没有离校之前，学校行政运转照常进行。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七

为了确保全校师生在校期间正常的生活和教学秩序，对于校
内外自来水管网和电力管网造成的停水、停电事件，我校将
按照以下应急方案进行处理。

（一）工作小组：

组 长：崔__

副组长：__



组 员：张x

（二）工作程序

1、由张晓查明停水、停电原因是来自校内还是校外，若是校
外原因，应立即拨打自来水公司电话和电力服务电话，问清
事故发生地点和事故原因。若是校内原因，应立即通知负责
后勤水电工到场，迅速进行维修。对于校内主水管道和用电
故障无法迅速自我修复的突然事故，也可直接拨打自来水公
司电话和供电部门电话进行维修。

2、对于不能在短时间内修复，可能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停水、
停电情况，值班领导应迅速通知校长，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
紧急事件处理小组，下设稳定宣传组；事故勘查组、设备维
护组；生活服务组。

3、稳定宣传组由政教处高霞负责，主要职责是选择合适的时
间向学生和老师通报停水、停电原因及维修进度，稳定学生
情绪。对于停水情况可以告知学生用餐及用水均可正常，并
敬告学生不要随意开启自来水龙头，以免来水后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

4、事故勘查组、设备维护组由总务处负责，主要职责是派专
人到事故的现场进行勘察，询问事故原因，随时通报维修进
度和维修竣工的大体时间，向宣传组提供给学生进行宣传稳
定工作的资料。总务处还要利用停电时间检查和统计应急灯
的效果。对校内的用电用水设备进行保护和检查，特别是因
停水停电原因容易造成损坏的设备。对于停电我校电工需及
时开柴油发电机组转换供电线路，确保正常使用。

５、生活服务组由张明顶负责，主要职责是及时通知教工家
属楼，采取各种方式蓄水，要长期备手电，以备停电照明用。

（三）教学楼晚自习停电的紧急预案：



各班值班老师首先将学生控制在教室内，稳定学生情绪，等
待学校相关部门的通知后再作处理。

（四）解决学生生活用水的渠道：

１、按到停水通知后，家属楼应尽快做好蓄水工作，以解决
正常的生活用水。

２、管供水系统人员抓紧时间把蓄水池水充满，随时关注水
池水量的变化。

３、启用学校蓄水池（1000立方米），约可以维持全校师生
使用一天半。

（五）解决学生用电的渠道：

启用学校备用发电机保证教室、办公室、路灯等基本生活用
电。

（六）各相关部门和管理的相关人员，在接到停水、停电通
知后应按时到位，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解决师生的生活困难，
以稳定师生的情绪。 若所有方案都不能实施，应立即报请县
教育局，做全校停课准备。

危机应急预案示例篇八

生活中灾难、暴-力、事故、意外等创伤性事件时有发生，侵
害人们的心灵，造成不良后果。在学校，学生面对学习压力、
亲子关系、环境适应、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而青春期的躁
动和感性使他们处理问题容易极端化，同时四川汶川大地震
对他们的心理伤害，使产生心理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
此，心理危机干预迫切而重要。针对高危人群的心理社会干



预能够防止或减轻创伤后的不良心理反应，避免心理痛苦的
长期化和复杂化乃至极端化，促进创伤性事件的适应和心理
康复。这不仅是对每一个学生的人文关怀，也是构建和谐社
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诉求。为此，特制定南轩中学心
理危机干预应急方案，以期尽最大努力帮助师生解决面临的
可能心理困境，促进南轩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更好发展。

一、心理危机干预的目标：处理突发心理危机事件，避免造
成的更大的伤害；解决心理危机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群体或
个体危机消除，恢复常态。

二、心理危机干预组成人员：主管领导、班主任、心理老师、
校医、校警、司机、心理社团成员等。

三、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分工：

1、主管领导全面组织协调指挥。

2、班主任了解信息、通知家长、稳定班级。

3、心理老师现场疏导、干预，避免极端心理行为。

4、校医现场处理可能的躯体病患及伤害。

5、校警维持秩序。

6、司机保证交通。

7、心理社团成员辅助开展工作。

8、干预结束后观察和随访。

四、心理危机干预的程序：

1、心理危机发生后，班主任与心理社团成员应在第一时间通



知主管领导。

2、主管领导通知心理老师、校医、校警、司机等相关人员到
达现场。

3、按照分工迅速展开工作。

五、心理危机干预的注意事项：

1、危机瞬间发生，决策很重要，所有成员应绝对服从领导安
排，避免拖延导致不良后果。

2、危机就意味风险，所有成员不能因干预无效而自责、内疚，
要意识到干预的有限性。

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学生
的严重心理问 题由此引发的自伤或伤害他人等严重事件，并
且维护学校的生活、学习秩序，从 而建立和谐校园。现制定
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

一、具体目的：

1.通过心理危机教育和宣传，加强学生对危机的了解与认知，
提高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

2.通过心理咨询等支持性干预，协助处于危机中的学生把握
现状，重新认识 危机事件，尽快恢复心理平衡，顺利度过危
机，并掌握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

3.通过提供适时的介入帮助防止自伤、自杀或攻击行为等过
激行为。

4.通过构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做到心理困扰早期预防、早
期发现、早期诊 断、早期应对，减少和尽量避免危机对学校
正常工作的影响。



5.通过积极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为学生成长营造健康氛围，
努力提高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优化心理品质。

二、干预原则、对象

（一）心理危机是指学生运用通常方式不能应对目前所遇到
的情形时，出现的严重心理失衡状态。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采取紧急应对的方法帮助学生尽快恢复心
理平衡，安全度过危机。

心理危机干预由分管心理健康工作的学校领导负总责，教导
主任负责统一指挥协调，班主任及学校有关工作人员参与，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联动配合。

（二）心理危机干预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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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学生家长或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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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干预对象

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是我校在读的存在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
生。具体包括：

1.通过心理健康测评筛查出来的需要关注的重点学生；



2.遭遇重大事件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3.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

4.有自杀倾向或既往有自杀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自杀者的学生；

5.因严重生理疾病而导致心理痛苦的学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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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不安的学生；

7.其他有情绪困扰、行为异常的学生。尤其要关注上述多种
特征并存的学生，其心理危机程度更严重，应成为重点干预
的对象。

三、心理危机干预组成人员：

主管领导、后勤人员、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校保健室人
员、校保安人员等。

《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
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