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方
案(精选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方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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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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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城关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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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
关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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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老师、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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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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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方案篇二

各班要建立起通畅的学生心理危机信息反馈机制，做到在第
一时间内掌握学生心理危机动态，对有心理障碍的同学，周
围同学应予以理解、关心和帮助，并及时向班主任反馈情况。
对有行为异常或近期情绪、行为变化较大的学生，及时请学
校心理健康教师开展心理指导，并做好咨询记录，对问题严
重的学生实行转介。



（二）讯息报告

学生发现危机情况，周围同学应立即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
在采取必要措施并迅速赶往现场的同时向学校主管领导报告，
主管领导视危机严重程度酌情向学校领导及时汇报。

（三）即时监护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立即派专人对危机学生进行24小时监护，
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

（四）通知家长

在实施监护的同时，学校应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家长来校，如
果家长确实无法尽快赶到学校，在家长以传真、电话等方式
的授权下，对学生采取治疗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直
接送至专业卫生机构进行治疗等相应处理措施。

（五）进行阻控

对于有可能造成危机扩大或激化的人、物、情境等，进行必
要的消除或隔绝。对于学校可调控的可能引发其他学生心理
危机的刺激物，有关部门应及时阻断。

（六）实施治疗

需住院治疗的，必须要求家长将学生送至专业卫生机构治疗；

对可以在校坚持学习但需辅以药物治疗的学生，班主任应与
其家长商定监护措施；

对不能坚持在校学习的，按照学校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由家长监护并离校治疗。

（七）应急救助



得知学生有自伤或伤害他人倾向时，相关人员应立即赶赴现
场采取救助措施，并通知学校主管领导，紧急情况下应先拨
打110、120等紧急电话求助。

（八）事故处理

当学生自伤或伤害他人事故发生后，主管领导负责现场的指
挥协调；后勤组负责保护现场，配合有关单位对当事人实施
生命救护；教导处协助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并对
学生进行安全监护；校保健室成员负责对当事人实施紧急救
治，或配合相关人员护送至就近医院救治；心理健康教师负
责制定心理救助方案，实施心理救助，稳定当事人情绪。

（九）成因分析

事故处理结束后，心理健康教师负责事件的成因分析，对事
前征兆、事发状态、事中干预、事后疏导等情况认真梳理，
尤其对那些行之有效、操作性强的手段和措施认真总结，以
备今后参考。

六、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要求

（一）信息畅通。参与危机干预的工作人员要做到快速反应，
确保信息畅通。

（二）工作到位。危机发生时，相关人员要立即赶赴现场，
迅速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

（三）协调配合。相关人员在现场指挥的调度下，主动配合，
服从指挥。

（四）记录备案。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做好书面
文字记录，必要时做好音像资料的收集，确保资料详细完整。



（五）责任追究。对于因违反工作原则、延误时间、知情不
报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部门或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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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慈溪市贤江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方案篇三

各班要建立起通畅的学生心理危机信息反馈机制，做到在第
一时间内掌握学生心理危机动态，对有心理障碍的同学，周
围同学应予以理解、关心和帮助，并及时向班主任反馈情况。
对有行为异常或近期情绪、行为变化较大的学生，及时请学
校心理健康教师开展心理指导，并做好咨询记录，对问题严
重的学生实行转介。

（二）讯息报告

学生发现危机情况，周围同学应立即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
在采取必要措施并迅速赶往现场的同时向学校主管领导报告，
主管领导视危机严重程度酌情向学校领导及时汇报。

（三）即时监护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立即派专人对危机学生进行24小时监护，
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

（四）通知家长

在实施监护的同时，学校应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家长来校，如
果家长确实无法尽快赶到学校，在家长以传真、电话等方式
的授权下，对学生采取治疗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直
接送至专业卫生机构进行治疗等相应处理措施。

（五）进行阻控

对于有可能造成危机扩大或激化的人、物、情境等，进行必
要的消除或隔绝。对于学校可调控的可能引发其他学生心理
危机的刺激物，有关部门应及时阻断。

（六）实施治疗

需住院治疗的，必须要求家长将学生送至专业卫生机构治疗；

对可以在校坚持学习但需辅以药物治疗的学生，班主任应与
其家长商定监护措施；

对不能坚持在校学习的，按照学校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由家长监护并离校治疗。

（七）应急救助

得知学生有自伤或伤害他人倾向时，相关人员应立即赶赴现
场采取救助措施，并通知学校主管领导，紧急情况下应先拨
打110、120等紧急电话求助。

（八）事故处理

当学生自伤或伤害他人事故发生后，主管领导负责现场的指



挥协调；后勤组负责保护现场，配合有关单位对当事人实施
生命救护；教导处协助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并对
学生进行安全监护；校保健室成员负责对当事人实施紧急救
治，或配合相关人员护送至就近医院救治；心理健康教师负
责制定心理救助方案，实施心理救助，稳定当事人情绪。

（九）成因分析

事故处理结束后，心理健康教师负责事件的成因分析，对事
前征兆、事发状态、事中干预、事后疏导等情况认真梳理，
尤其对那些行之有效、操作性强的手段和措施认真总结，以
备今后参考。

六、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要求

（一）信息畅通。参与危机干预的工作人员要做到快速反应，
确保信息畅通。

（二）工作到位。危机发生时，相关人员要立即赶赴现场，
迅速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

（三）协调配合。相关人员在现场指挥的调度下，主动配合，
服从指挥。

（四）记录备案。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做好书面
文字记录，必要时做好音像资料的收集，确保资料详细完整。

（五）责任追究。对于因违反工作原则、延误时间、知情不
报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部门或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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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慈溪市贤江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xx

副组长：xx

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方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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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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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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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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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方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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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