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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

化解学生心理危机需要校家警联动机制

浙江海洋大学 徐士元 朱丽芳

近日正值开学，全国多地出现学生自杀事件——2020 年 8月 30

日，11 岁的小明（化名）不愿写作业，家长批评怒砸手机，小明一

气之下从 12 楼跳下身亡；2020 年 9 月 10 日，某大学大三学生张某

（化名）在家烧炭自杀身亡。这些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给家庭留下

无尽悲伤。我们也在深思，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减少此类事件

的发生？我们认为，应该建立新的机制——“校家警联动机制”。

一、学校应精心实施积极的心理危机干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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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父母关爱、家庭和谐是基础，学校引导、老师关

注是关键。众多在校生中难免不出现心理疾病者。学校除开展入学排

查、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和相关活动等常规手段外，应能有效鉴

别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人群，并对其进行及时和科学的“非常规”干预。

1.全员关爱学生心理健康。全体教职员工都应参与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及相关问题的摸排，如教师区分教学中过于沉闷的学生及其他

“问题”学生，老师可从家长微信群、QQ 群及时发现从不发言的家

长的子女，教职员工和同学中的有心人都能在教育、管理、服务、学

习、生活中发现“异常学生”。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及所有与学生

打交道的教职员工都带着责任心和爱心、时时处处细心投入学生健康

状况排查，就会降低“漏网率”。

2.科学实施学生心理管理。浙江海洋大学黄建钢教授的《心理管

理学》及其丛书，将经验型心理工作上升为心理管理科学层次，可以

牵头研究方案，面向教职员工开展专题培训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应加强对教师、干部、员工的心理健康素质、心理管理科学素养、

心理工作能力的培训，提升其心理健康工作的责任心和专业性，能力

上由业余到专业提升整体水平，面对学生方法上由“直白”到“随意”。

其实，润物无声引导学生心理的变化会更显其实效。学院辅导员应有

分工，心理辅导员必不可少。学生班级设“隐形”心理委员，常态观

察、及时发现报告异常情况。对学生和家长科普心理障碍、心理疾病

的平常性、规律性、可控性。

3.分类管理有效引导。需明确学生的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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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同征兆、不同原因都要“对症下药”。家庭对孩子心理健康

的影响比学校更基础、更根本，但学校的影响比家庭更持久、更深远、

更关键。一般心理有问题的学生的家长也多少有一些心理问题甚至有

的还很畸形。所以，针对家庭原因引起的心理问题学生，实施以家为

主的干预和化解会有很多困难。这就需要形成以学校带动家长的方案

和方式展开。学校可制定简明心理健康家长教育手册，列出常见心理

疾病的情形及其应对措施，加强对家长的培训从而来提升其对心理疾

病的发现和处置能力，建立起校家信息互通机制、维护必要时信息的

快捷畅通；针对经济困难、实践能力弱引起的心理危机，可适度加大

经济帮扶力度，多提供实践机会，提升其能力，鼓舞其信心；针对学

业、就业有困难、专业思想产生的心理危机，应合理安排其休学、转

专业、转学校。为此，浙江省可试点铺开转校通道。

二、网警应建立对学生心理危机信息的反馈机制

前述案例中大学生张某曾在 2 个月前有过过激行为——当时受

家庭事件刺激意欲跳海轻生。调查发现，张某此后就网购了木炭，并

在一些网站发布了关于死亡的相关信息。但家人不知晓。因个人网络

信息具有私密性，需依法保密。按现有法规，学校、老师、家长等组

织和个人都不能直接查看其网络交流平台、购物平台等上面的信息。

因此，对有自杀自伤和伤害他人倾向明显的学生，除开展常规的

关注、看护、干预等工作外，需要由公安机关进行网络发现和跟进；

或由公安机关授权，由监护人或学校指定人员（如单位网络中心、心

理健康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进行必要时段的持续网络跟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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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在网络上的信息和动态，发现、研判心理危机学生有可能实施的

伤害倾向行为：如在 QQ、微信、微博等空间发布的严重悲观情绪，

在网购平台购置毒药、木炭、刀具等可能导致伤害的器具和物品。公

安机关还可以制定青少年、儿童限购商品清单，减少获得伤害性工具

的可能性。这些亟需和亟待公安机关的批准和网警的批准和执行。

三、校警家联动精准排除“心理危机爆点”

如发现有轻生、报复伤害他人或社会的相关信息，可由学校、家

庭、公安协同配合，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果断采取有效措施，中止

其伤害计划、过激行为，精准排除“心理危机爆点”。

针对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应该制定不同的应对预案。对企图自杀

学生的不同阶段，对应采取有效应对预案。对有自杀想法的情形，主

要以学校心理辅导和家庭监护为主；对计划自杀的学生，要请公安机

关密切追踪其社交平台和网购平台，即时发现相关信息终止计划；对

正在实施自杀的学生，应由 110、120 联动，以公安、急救等专业机

构为主相应处置。力保学生生命安全是校警家各方的基本愿望和职

责。建议警方能更好地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建立科学研判、精准排查、

快速反应的机制，既要有“规律”和“经验”，也要机动灵活地做好

“个案处理”。以挽救学生生命，化解社会危机，助力平安浙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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