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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时期，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出现迅速改变，同时心理发展水平有限，在认知发展、情绪调控、

社会经验等方面还不成熟，以及身心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沉重的升学压力、自我追寻中的困惑等一系列

问题的无法实现而产生挫败感，就有可能面临各种心理危机。针对目前我国有关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

的众多研究及其相关文献资料，主要分析了有关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的研究内容，并在

此基础上讨论了心理危机干预的原则、要点，以及心理危机干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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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adolescence, the individual’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changes rapidly, while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s limited,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emotional regulation, 
social experience and other aspects are not mature, as well as the imbalance of physical and men-
tal development of contradiction, heavy university pressure, self-pursuit confusion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can not be realized and produce frustration, it is possible to face various psychological 
crises. In view of the numerous researche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on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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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interven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lated research 
contents of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key points,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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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青少年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学习上的瓶颈，内心产生激烈冲突，

从而出现心理危机或选择自杀行为。那如何预防这些不良的心理现象的发生，本研究在探索和分析中可

以提供一些方法和应对策略。青少年时期是指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出现迅速改变、发展的特定时期，

是由稚嫩迈向成长、由家庭迈入社会的关键时期。心理学家霍尔就将这一时期称为“心理断乳期”，在

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有限，在认知发展、情绪调控、社会经验等方面还不成熟，以及身心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沉重的升学压力、自我追寻中的困惑等一系列问题的无法实现而产生挫败感，就有

可能面临各种心理危机[1]。针对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这一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干预

和预防措施，但均不太全面，本文将从全面且系统的角度阐述心理危机的发生机制及其应对策略，一方

面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及其家长提供一些预防和针对性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法，另一方面，为后期研

究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深入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2. 青少年心理危机 

2.1. 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含义 

Mitchell [2]主张，危机在情绪层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被视为人生走向正面或负面

的关键时刻，而心理危机则是一种情绪紊乱的表现。胡泽卿、邢学毅[3]认为，心理危机是由于突然发生

的重大生活事件导致的短暂的心理失衡。一个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思维、意志、情感和生理需求都会

保持一定的平衡。然而，当不适当的压力出现时，这种平衡可能会被打破，进而导致情绪和思维失去控

制，甚至导致一种极端的情绪混乱，这时候人就处在危机阶段。 
通常来说，引发个体的心理困境的事件被称为危机事件。这种事件具有两个层面[4]：第一种是突发

的公众紧急情况，这些情况往往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例如流行病、地震、洪水、空难、恐怖攻击和战争

等等；第二种则是个体内部的矛盾冲突，比如失恋、失去工作、亲人的离世或考试落榜等等。 
我们可以在特定阶段——即青春期，对他们的心理困境做出如下界定：他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

陷入这种境地，例如身体发展与认知发展的矛盾、自我意识和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应对压力的能力有

限等等。这些情况会导致他们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原本就有的应激机制难以抵挡住负面情绪以及危机事

件的影响，进而导致内心失衡，产生痛苦的心理体验。 
青少年的心理困境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其一是发展性心理危机，这是由于生活中突发的重大变化

导致的反常情绪，如果青少年缺少相关经历经验和社会支持资源，往往不能够顺利度过；其次就是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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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危机，它发生在人们遇到难以预料且不可控的事件的时候；最后一种则是存在性心理危机，这是

一种因对生命意义、价值观、义务及自主权等方面的问题产生疑虑并引发内心矛盾和不安的情况。此外，

还有一种危机是在重大创伤之后出现的，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反复出现的身心痛苦和折磨、心理功能

系统紊乱，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2.2. 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原因 

心理危机在青少年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验背景息息相关。此外，它还带有

明显的时代特征。诸如社会发展转型、家庭突然变动以及个人成长进步等各种问题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心

理困扰。 
所有的精神困境都源于负面的心理反应，这是由于应激事件、个人的认知与态度、处理方法及个性

特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外部环境发生变革时，个人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状况，这种影

响心理健康的环境变化被称为“危机源”[5]。同时，根据心理危机的环境压力理论，日常生活中的重大

事件也可能成为潜在的精神困扰来源。 
有关学者如万俊[6]，就从心理基础和外部诱因这两个视角出发对青少年出现心理危机的因素进行了

探索，研究发现导致青少年面临严重心理危机的原因大致有：青春期内心产生的矛盾冲突引起的耐受力

降低；过于沉重的学业压力导致的心理机能的改变；负性生活事件所造成的精神刺激。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及解析，可以发现引发青春期心理危机的主要因素集中于如下几点：突发事

故、暴力、网络成瘾、性侵害、社交障碍、情绪挫折、学业负担等七项要素。据王成果[7]所述，造成青

少年面对心理危机的最关键的几种情况包括：第一，负面的生活经历影响，例如考试失败、升学受阻、

家庭变动等；第二，人际交往产生问题，比如被排挤或遭受歧视、工作不顺心等情况；第三，学习与生

活的环境发生变化，比如适应力不足等问题。 
程平等人[8]指出，造成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教育的不足，家庭的负面影响和社会

因素等等，同时也与个体的性格特质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应对机制

不完善、个体认知偏差、个人性格存在缺陷、人际交往困难、患有精神病或其他心理障碍等。 

2.3. 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表现 

根据林崇德研究[9]的观点，理想中的心理健康状态应是敬业、乐群，自我适应良好。相反，当面临

心理危机时，通常会在这几个方面产生显著的心理不平衡。樊富珉[4]认为，当个体在面临心理危机时会

出现一系列不良的身心反应，一般这种危机反应会持续 1~2 个月。而这些危机反应都会使个体的生理、

心理、情绪，以及认知和行为受到影响。 
在生理学层次，我们或许会感到心跳加快、血压上升、胃肠不适感、食欲减退、出汗过多、头痛、

耳朵闷胀、疲劳、失眠、做噩梦、易受惊吓、呼吸困难或窒息、胸口剧痛或不舒适、肌肉紧绷等。 
在情感层面，个人面对压力时的情感波动与其对压力后果的预判及评估有着紧密联系。若未能妥善

处理，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负面情绪，例如忧虑、悲痛、愤懑、恐惧、猜忌、缺乏信心、失望、伤感、暴

躁、消沉、无力、冷漠、拒绝承认事实、孤立、焦虑、担忧、烦恼、过度敏感或者警惕、难以松弛、惧

怕死亡等等不良反应。 
在认知方面，一旦周围的环境发生了转变，人们会对这些变化及其自身拥有的资源做出评估，并随

之产生应激反应，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对自己的应对方式做出判断。如果结果并不理想，那么他们对自

我形象及对环境的态度可能会转向消极，这可能导致他们的信心与自尊心下降，从而减少他们在面对挑

战时采取行动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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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方面，表现出社交畏缩、保持沉默、情绪失控、常见行为模式的改变、食欲不振或者过度饮

食、与人易产生冲突等，严重时可能会有自杀的倾向。 
另外，相关学者也对危机的表现提出了类似的想法。根据蔡哲、赵冬梅的研究成果[10]，大学生面临

的心理危机评估的主要特征包括：他们的情绪状态往往伴随着高度的焦虑、紧迫、失去自我价值感的感

受，同时还可能产生恐慌、愤怒、忧虑、愧疚等多种负面情绪；从认知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会陷入极度

的悲伤之中而无法自控，导致对事物差异性的理解能力下降，决策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阻碍；此外，

他们在行动上也会有所变化，如无法专注于学业或工作，避免与人交往或者寻找独处的方式来缓解孤独

感，社交关系受损，甚至会采取伤害自己的行为；对于他人的援助，他们通常持抗拒态度，他们觉得求

助就意味着软弱，并且其行为和思考模式也不同，出现了过去未曾经历过的异常行为；最后，身体上的

症状，比如睡眠障碍、头痛、食欲减退等等。 
同样地，一些学者通过他们的理论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王成果[7]指出，青少年的心理危机通

常会以下几种方式呈现：首先是自我否定与消极情绪，如深深的自卑感及极端的失望；其次是辍学并离

开家庭；第三种情况可能涉及深度的忧郁、孤独感和焦虑，他们惧怕社交活动；第四类问题可能会出现

对社会、他人以及一切的冷淡态度、对抗性的反应或是暴力行为；第五个方面则是对于无法接受的事物

选择用自杀作为应对方法。综上所述，当面临心理危机时，青少年往往会出现挫败感、愤懑和恐惧等负

面情绪。这些情感还可能引发身体上的不适，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导致自杀意念的形成。 

2.4. 青少年心理危机的特征 

结合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相关研究，发现青少年心理危机在性别、年级、家庭以及城乡等方面存在

着差异。 
性别差异：男生在遭受暴力伤害、财物被盗、网络依赖等危机事件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女生，而女

生则更易因亲人离世、家庭纷争、性侵犯等因素陷入心理困境。因此，建议学校心理教师和家长应根据

男女危机类型的差异，分别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 
年级差异：经统计发现，初中生比高中生更容易陷入心理危机。初中阶段的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还十

分薄弱，一旦与同学、好友或父母发生纠纷，往往不能用恰当的方式去解决，而是表现出气愤、怨恨等

负性情绪，甚至采用打架斗殴、离家出走、自杀等极端行为来解决争端。而青少年在高中时期，常因学

业负担、朋友离去、情绪困扰以及网络依赖等问题而陷入心理危机。因此，学校教师在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时，应针对初、高中学生危机类型差异，选择不同的着重点。在初中阶段，最主要的是培养初中生的

人际交往能力；而到了高中阶段，应着重培养学生正确应对学习压力。运用对症下药的预防性干预尽可

能将危机发生率降到最低。 
家庭差异：父母的职业背景和教育程度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着显著影响。以下几种情况需要特别

留意：首先，父母分离或者其中一方去世。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逃课、流浪、打架斗殴等行为，并且这

些行为往往是重复发生的。其次，家庭贫困，艰难地供子女上学。这类家庭的子女通常较为内向且缺乏

自信心，当面临触犯其自尊的事情或者学习成果受到影响时，他们的内心可能会失去平衡，从而更容易

走向极端的选择。最后，家境较好，父母因工作繁忙而无法给予足够的关爱。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们尽管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但是精神层面却感到孤单，因此也成为心理危机的易发群体，常见的行为包括辍学、

抢劫、暴力行为乃至杀人等。 
城乡差异：就种类而言，小城镇、村庄及县级市的部分青少年常涉及暴力问题，这类地方的家长通

常和孩子没有充分交流，主要侧重于物质上的关爱，忽略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这使得部分青少年不

愿意跟父母坦诚相待，反而选择与他们的小伙伴们互动，从而引发了一些不良的行为倾向。相比之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1016


胡朝帆，吴素芬 
 

 

DOI: 10.12677/ass.2023.12121016 7462 社会科学前沿 
 

在大都市的中学生面临更多的是学业负担过大的心理困扰，由于父母的认知里更加重视教育的价值，对

孩子的期待也更高，然而却未能采取适当的方式去指导他们，只是简单地要求他们达到目标，因此造成

了家庭间的对话缺失，最后酿成惨剧的发生。 

3. 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 

3.1. 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含义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咨询学、心理健康教育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对处

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或人群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全方位的心理咨询与指导，以恢复心理失衡，并获

得新的应对技能。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是我们对处于危机中的青少年进行的干预。 

3.2. 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原则 

危机本身就具有双重性，即危险和机遇。当其对青少年的生活或教育产生重大干扰时，可能会引发

自杀行为或是精神失衡，这便是潜在的危险；然而，若能获得专业的心理咨询援助并从中解脱出来，掌

握新的处理方法或策略，使得心态得以重新调整乃至危机前的状况，那么这个风险就能转化为个人发展

的机遇。 
由于青少年的发展特点，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处理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这里主要阐述一些危机干预

中要注意的几项原则，这些原则也会有助于心理危机干预人员更加有效地处理心理危机求助。 
第一，快速干预：大型危机事件可能导致情绪上的风险，因此心理危机干预人员需要在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 
第二，稳定化：迅速恢复生活的规则和秩序以维持当事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推动稳定是事件后心理

重构的首要步骤，有助于尽快恢复当事人各种心理功能。 
第三，理解危机：通过了解危机的产生过程，提高对危机的掌控力。心理危机干预人员需要倾听受

害者对事件发展的叙述，激励他们表达各种情绪，帮助他们领悟危机带来的影响。 
第四，注重问题解决：心理危机干预者应该帮助当事人基于自身经验，通过处理危机后出现的各种

情况来重建信任，重新找回掌控感，从而恢复所有的心理和社会功能。 
第五，鼓励自力更生：注重当事人的自力更生能力在危机发生后的心理重建中起到的作用，心理危

机干预人员要激发当事人的主动性，鼓励他们调动自身能力，积极寻找有效的方法解决危机发生后的各

种问题[11]。 
必须强调的是，当心理危机干预行动启动后，我们有必要执行相应的步骤以保证其顺利推进，防止

再次造成伤害。对于各类不同的个体，我们要实行分门别类的个性化救助策略，根据他们当前面临的问

题提供定制化的支持，并且要始终坚持保密的原则来维护求助者的隐私。 

3.3. 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要点 

1) 建立安全感。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陪伴、温和的沟通和身体接触、规律的作

息、增强应对危机的技巧、不要组织孩子表演“危机游戏”。 
2) 识别和处理情绪。认识与接纳情绪、倾听与分享、包容而不回避。 
3) 行为调整。对混乱行为设限，可以利用行为矫正技术来协助处理，要注意，不要阻止孩子发泄情绪、

允许部分退化行为，了解到哭闹和黏人等行为是针对危机的，危机过后，孩子就会逐步回到正常的行为。 
4) 引导正确归因。摆脱罪责，让孩子了解危机特别是灾难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是天灾，不是任何

人的责任、注意父母的影响，要注意父母及一些成年人对危机的看法及归因，并及时调整，以免影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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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针对不同人群采用的危机干预要点也有不同之处，面对青少年这种较为敏感和弱势的群

体更应该注意干预时的细节和实施程度，以防因工作不慎而造成二次创伤[11]。 

3.4. 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 

在心理危机干预方法上，专业人士通常会选择心理危机干预六步法作为干预策略，我们也可以在处

理青少年的心理危机时采用这个策略，大体上可以分为六个阶段进行处理。 
第一步：确定问题。通过接触，建立沟通关系，并充分倾听当事人的叙述。尽量站在当事人的角度

理解其对目前危机境况的认识。从青少年角度来说，要尊重青少年渴望摆脱幼稚的心理需求，用成年人

的方式与青少年交谈。 
第二步：确保当事人安全。稳定当事人的情绪，确保当事人不做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尽量降低

当事人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危险性。这是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首要目标，也是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开展的基

本前提和保障。 
第三步：给予支持。心理危机干预人员提供与求助者沟通、交流，让求助者感受到被关心和帮助，

用积极的方式接纳当事人，给予充分的支持、肯定和包容。让当事人感受到被接纳、被关心，从而使其

内心减少孤独感和绝望感。 
第四步：提出应对方法。心理危机干预人员需要引导当事人了解到有许多可以选择的应对策略，这

些策略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思考：提供人际环境支持；设定应对策略；积极采用建设性的思维模式。 
第五步：制定计划。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可以和当事人共同制订面对困境如何应对的计划，大致可以

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确定有另外的个体、组织团体或有关机构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

(如是否有家人或社区工作者可以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二是提供当事人目前能够采用的、积极的应付机

制(例如使用放松技术、认知调整等)。 
第六步：获得承诺。专业人员需在终止干预之前，从当事人处获得真实、直接且适宜的承诺。 
综上所述，在真实的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需要注意：尽可能减少各类影响因素，以确保双方能够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畅谈与倾诉。此外，应防止出现双重矛盾的信息交流，并避免过度承诺，也要注意

不要使用一些专业化语言，而是更多地采用简单明了的话语进行交流[11]。 

3.5. 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策略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青少年常常遭遇各种挑战或学习上的难题，导致内心产生强烈的

矛盾，从而引发心理危机或选择自杀。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原则是“生命高于一切”，最终目标是帮助

当事人重建生命的意义。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避免自伤或伤及他人；二是恢复心理平衡

与动力，心理危机干预适用于人格稳定和面临暂时困境或挫折的人。贝尔金等提出了三种基本的危机干

预模式，即平衡模式、认知模式和心理转变模式。这三种模式为许多不同的危机干预策略和方法提供了

基础[12]。 
平衡模式(equilibrium model)，也称“失衡模式”。危机中的人通常处于一种心理的失衡状态，在这

种状态下，原有的应付机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平衡模式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

重新达到危机前的平衡状态。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危机植根于对事件和围绕时间的境遇的错误思

维，而不是事件本身或与事件和境遇有关的事实。该模式的基本原则是：通过改变思维方式，尤其是认

知中的非理性和自我否定部分，通过获得理性和强化思维中的理性和自强的成分，人们能够获得对自己

生活中危机的控制。心理社会转变模式(psychosocial transition model)认为人是遗传天赋和从特别的社会环

境中学习的产物。人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和成长，他们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影响总是在不断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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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可能与内部和外部(心理的、社会的或环境的)困难有关。危机干预的目的在于结合适当的内部应对方

式、社会支持和环境资源以帮助他们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控制能力[13] [14]。 
如何改善这些负面心理状态局面的出现，本研究将在探讨和分析过程中提供一些解决策略[15]。 

3.5.1. 心理健康教育 
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工作，指导青少年迅速转变思想、掌握知识、提升技能和优化心态等

各个方面来满足新时期的需求，协助他们在心理素养、完善个性特征上有所进步，增强面对困难和应对

变化的环境的抗压能力和应变力。此外，这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潜在心理能量，防止心理疾病的发生，

使他们能够克服消极情绪带来的自我隔绝状态，积极乐观对待生活，避免在竞争压力下失去自我认知，

从而增加抵御风险的可能性。 

3.5.2. 早期发现，早期预防 
自杀和心理危机并非一蹴而就，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都有明显的预兆。及时发现并提供适当的援助，

是消除心理危机和避免自杀行为发生的关键步骤[16]。 

3.5.3. 注意情绪变化，合理宣泄情绪 
情绪是心理健康的风向标，是评估风险的重要因素。风险增加的临床特征是抑郁症状、自杀倾向或

自伤行为，与他们经历的心理应激事件有关。所以，需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内心感受，避免让他们长时

间承受内心的苦楚和困惑，而是鼓励他们在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前提下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比如放

声悲歌、奋笔疾书、痛哭一场，还可以找人分享自己的心情[16]。 

3.5.4. 心理危机干预 
及时对经历个人危机、陷入困局或遭受打击和可能面临风险的人们，给予心理支持和精神援助，以

帮助他们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个体，尤其是那些曾经出现

过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展开追踪的心理服务，包括定期进行心理健康评估，以便能够迅速地提供专业的协

助，实施心理治疗与危机干预。 
对于存在某些心理问题的青少年，无时无刻不蕴藏着一种危险，他们产生心理危机和有自杀意向的

概率更大，一时想不开可能就会铤而走险。所以，进行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干预和自杀预防活动对于维护

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8]。 

3.5.5. 家庭教育服务 
借鉴以往研究经验，在家庭教育中对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干预，可以采取以下行之有效的做法[17]。 
第一，加强家庭沟通与情感表达。家庭是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环境之一，良好的家庭沟通可以促进

亲子关系的发展，鼓励家庭成员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增强家庭凝聚力。第二，建立积极的教养方式。

包括给予赞扬和鼓励、建立清晰的规则和界限，并为孩子提供适当合理的引导和支持。避免过度的惩罚、

批评和过于严苛的要求，这些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引发抑郁情绪。第三，建立支持网络，提供

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家长可以与学校合作，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向青少年传授应对

压力和负面情绪的技能，包括情绪管理、解决问题的方法、积极思维等内容，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理健

康观念，掌握有效的应对策略。第四，加强家庭教育知识学习，重视家长本身的教育地位。良好的教育氛

围可以把学校与家长的教育力量有效整合，建构成一股总体教育力，共同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17]。 
此外，还应关注早期预警信号，加强专业支持和心理辅导，建立完善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家长应

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波动。如果发现青少年出现消沉、自责、退缩、人际交往问题等，应

及时采取行动，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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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父母的情感温暖、鼓励支持、关心爱护，以及帮助孩子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等教养方式均对促

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也是缓解青少年抑郁情绪、应对干预青少年心理危机、完善家庭

教育服务体系的核心举措[17]。 

3.6.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干预方法 

我们之前提到的应对心理危机的方法适用于症状较为温和的年轻人群，然而对于遭受了重大创伤事

件的人来说，一些人的创伤后应激症状非常显著，其强度和持续期都相当之久，以至于常规的心理咨询

方法无法有效地治愈他们。依据广泛使用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18]，我们将这类心理危

机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以下主要介绍几种常见的 PTSD 心理危机干预方法[19]： 
第一，药物治疗。据研究显示，现在用来治疗 PTSD 的药品种类很多，一般包含苯二氮卓类(BZ)、抑

郁症抗生素(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以及抗惊厥药等。然而药物治疗会给病人

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因此，心理危机干预人员还要尝试着使用非药物的治疗方法对 PTSD 患者进行治疗。 
第二，紧急意外事件压力经验分享(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简称 CISD)。这是一种由 Mitchell

于 1983 年提出并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对急救人员心理健康造成影响的方法。该方法

基于“及时、就近和期望”的原则，旨在保护那些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严重事件导致的紧急救护工作者身

心健康的干预策略，后经过数次修订与优化，此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干预遭受各类创伤的个体[20]。 
第三，引导想象。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激发想象力来重新构建并完全体验创伤的过程，最终实现心理

上的治愈。这可以鼓励青少年回顾灾难事件并在心中模拟当时的情况，让他们深入感受那段时期的心境

与行动模式，从而在初始受伤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形成紧密联系，借助他们自身的力量去修复自己，逐

步恢复健康。 
第四，空椅子技术。干预者利用各式各样的椅子来象征来访者个人内部或与他人之间的不同矛盾，

并通过模拟对话使这些矛盾得以调和，从而提升来访者的人格品质，实现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共生。 

4. 加强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必要性 

1) 青少年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董筱波参与的研究指出，中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结果显示，由于学习、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共计

八成以上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习惯性心理焦虑。其中针对重度心理问题的学生，通过与部分家长的交

流，发现其有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复无常等问题，也说明了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必要性[21]。 
2) 青少年阶段个性特征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人的一生分为八个人格发展阶段，而青少年阶段正处于最重要的第五个时

期，他指出这个时期面临的是“自我统合”与“角色混乱”的危机。另外，作为中高考的过渡时期，学

生面临升学、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以及寄宿制学校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其以自我为中心、心理承受能力

低的特点，由此产生的心理问题，如不进行科学合理的干预和疏导，会对今后的学习生活百害而无一利。 
3) 缺少对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视 
学校关注欠缺：随着新课改的深入，传统教学模式以及教育目标的改变，学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逐渐重视起来，虽有些学校的心理工作已经做出了一些成效，但整体而言我国心理危机干预起步晚、

发展缓慢，造成目前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严重滞后的局面[21]。 
4) 网络和现实中的不健康因素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青少年接触到的内容比较冗杂，可能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以及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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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不良影响，这些对中学校园的安全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对青少年整体的发展造成错误引导。

因此，加强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既有迫切性，又有必要性[22]。 

5. 总结及展望 

青少年心理危机面临的不只是危险和困境，也存在着重塑人格、顿悟提升的机会。若他们的心理危

机得到了适时的处理及有效应对的话，那么他们在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将积累到克服问题的宝贵体验，这

使得其能够更好地抵御未来的困难，进而发展得更加健康。然而现阶段国内的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关注

点在于大学生或灾难性危机干预。针对青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来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均缺乏相关研究的支撑。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成因、特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系统地阐述了心理危

机干预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应对策略，期望能够及时、适当地进行干预，使其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由于种

种原因，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领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同时，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的研

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有待于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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