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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介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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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介是及时化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针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情况�分析了转介在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转介时应注意的问题�如把握转介时机、确定转介对象、坚持转介
原则、熟悉转介程序、运用转介技巧等�然后通过一个案例说明如何有效运用这套转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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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承受着
社会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又正
处于身心发展的剧变时期�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个别
学生的自杀成为其心理危机表现的极端形式。虽然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率没有随着大学生总人数的增长

而提高�但自杀事件的绝对数量并没有下降。［1］因
此�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问题已成为高校不容忽视
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转介在大学生心理危机
干预中的重要意义

　　所谓转介�是指在征得学生当事人 （简称当事
人 ）同意的情况下�将当事人从当前教育者或心理
咨询师这里转给另一个适合其问题处理的心理咨询

师或治疗师或精神科医生那里接受进一步的咨询、
诊断和治疗�协助当事人赢得最佳咨询和治疗时间
的一种有效危机干预的处理办法。转介在大学生心

理危机干预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转介是解决学生心理危机的重要策略。

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转介可以起到早发现、早
干预的作用�将问题转给合适的专业人士�把危机干
预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做透�努力控制和减少危机
事件的发生。

其次�转介是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的专业道德
要求。林孟平提出�转介是教育者和心理咨询师忠
于工作和负责任的表现。［2］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一
旦遇到较为棘手的问题或超出了专业能力时�一定
要运用转介的方式将当事人转到适合其问题得到解

决或治疗的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
那里�这是教育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意
识。［3］

再次�转介是充分利用校内外专业资源的最佳
手段之一。从校内来讲�工作中一旦遇到较为棘手
的学生问题�可以先利用校内相关的资源�充分发挥
各单位的社会功能和专业优势�在最短时间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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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的教育、咨询和治疗效果。从专业角度来讲�
转介是充分利用校外资源的重要手段�可以充分发
挥校外专业机构的优势和力量�及时对当事人的心
理问题进行精细化的诊断和治疗。

二、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
转介措施

　　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要及时、快捷、
有效地对大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必须做好有
关转介工作。

（一 ）把握转介时机
1∙从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的角度看转介时机
当发现原有工作模式难以取得效果或当事人也

感觉教育与咨询效果不佳时�或当事人遇到的问题
明显超出教师或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训练与能力范围

时�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应与当事人公开说明并商
量转介事宜�本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将其转介给
另一位适合的心理师或医师。［4］

如果咨询者与当事人有双重关系的介入而影响

心理咨询师的客观判断时�应予转介。如在咨询者
既是当事人的任课教师�又是其咨询师的情况下�就
应及时中止原有的咨询关系�转介给其他心理咨询
师�以保证咨询的客观和有效。

当心理咨询师将要离职或长期休假时�一定要
提前与当事人说明情况�事先做好转介工作。

2∙从学生角度看转介的重要时机
在当事人自动要求结束咨询�而心理咨询师分

析其需要继续咨询时�心理咨询师应协调其他辅助
资源�予以转介。

当事人主动提出转介要求�教育者或心理咨询
师应及时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办理相关的转介
手续。

（二 ）确定转介对象
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一旦发现学生有下列情

况�应及时将学生转介到相关的专业服务机构。
1∙学习与生活层面
（1）成绩大幅滑落甚至出现多门课程不及格现

象�却找不出原因；
（2）经常旷课或常在课堂上睡觉�不愿接受别

人协助；
（3）对自己要求甚高�挫折承受力又低�过分看

重分数成绩；
（4）沉迷网络难以自控�对其他生活都失去了

兴趣；

（5）生活忽然变得散漫、没有规律�说不出
理由；

（6）家中最近发生重大变故�精神变得恍惚�不
愿与人交谈。

2∙心理与身体层面
（1）心理上无缘无故地感到惊慌、恐惧与焦虑；
（2）对自己失去信心�否定自己�常与别人说到

死亡之类的事；
（3）身体上常常感觉不舒服�医学检查却一切

正常。
3∙行为与情绪情感层面
（1）行为上明显有坐立不安、注意力不集中、失

去安全感�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2）似有妄想、幻听、自言自语�畏惧与社会

接触；
（3）生性孤僻、独来独往�落落寡欢�拒绝辅导

员、班主任和同学的关心；
（4）经过多次思想工作�学生口头上同意改进�

但行动上没有任何进展；
（5）长期咨询并超过8次以上�但心理咨询师

感觉进展不大；
（6）恋爱最近出现重大波折�难以走出失恋的

阴影�痛不欲生；
（7）严重抑郁或具有非常明显的自杀倾向。
（三 ）坚持转介原则
处理大学生心理危机转介工作时�一定要注意

转介的预防性、评估性、及时性、保密性、艺术性原
则�保证转介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 ）熟悉转介程序
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应对转介程序有较为熟悉

的了解�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完成转介工作。
1∙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转介
教师或学生发现有问题的学生�及时向院系负

责学生工作的领导汇报�然后由院系向学校心理咨
询中心上报�最后由校心理咨询中心经过初步评估
之后决定是否转给校内心理咨询师或校外专科医

生。如果情况特别紧急�需向学校心理危急领导小
组和学生工作部及时上报�保证危机干预工作能够
科学有序地进行。

2∙按照平行方式进行转介
平行转介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心理咨询中

心专兼职咨询师之间的相互转介。中心的同行之
间�可以根据每位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特长�接受相应
的转介对象�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或心理咨询；第二
种是校医院与心理咨询中心之间的相互转介。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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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日常门诊中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可以及时
与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取得联系�转介到心理咨询中
心接受心理咨询。校心理咨询中心对咨询中发现的
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学生也要转介至校医院�由医
生进行生理等相关检查�再由校医院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转介至校外精神专科医院。

3∙做好转介记录
转介前后�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应提供当事人

的谈话辅导或咨询记录�以利于转介的后续咨询辅
导和治疗工作。

转介记录单一般包括转介单位、转介者的姓名
与联系电话�被转介当事人的姓名、性别、院系、年
级、学号、家长姓名及其联系方式�当事人的主要问
题概述与问题紧急程度、转介原因与希望得到的协
助�转介日期等。

（五 ）运用转介技巧
1∙建立良好的转介关系
卡普兰指出�咨询者和需求当事人必须维持良

好的关系才能使当事人获得利益。［5］教育者或心理
咨询师要做好转介工作�首先要注意与当事人或其
家长交流沟通时�一定要认真倾听�积极关注当事
人�能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充分理解当事人的情况
和家长的担忧。其次应以真诚的、帮助的姿态说明
转介的有关情况�避免当事人产生误解�误以为老师
或咨询师不喜欢自己而向外推出�也避免当事人产
生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而被咨询师抛弃的错觉。此
外�要做好当事人及其家长的工作�使他们明白心理
问题或心理障碍具有时代性�是许多人都可能会遇
到的�它只是一种心理问题�并不是因为学生个人的
品质不好�更不是道德问题�因此需要从专业人士那
里获得更有效的帮助。同时�可以适当介绍转介的
成功案例和治疗效果�使当事人及其家长同意转介。

2∙接受当事人对转介的感受�鼓励当事人自愿
接受转介

转介中�应了解当事人对转介的感受�帮助当事
人解决在情绪方面对转介的抗拒。否则�如果仅试
图转介当事人�但没有澄清和理解当事人的感受�往
往会造成转介失败。在多数情况下�转介必须是基
于当事人的自愿�即使当事人只有几分的转介意愿�
也应及时鼓励被转介的当事人�肯定他们会善用其
他心理咨询专家或精神专业机构提供的帮助。

3∙对当事人是否同意接受转介的处理办法
当事人接受转介�应及时结束先前的咨询关系。

当当事人开始转介后的咨询或治疗时�先前的咨询
者才能与其结束之前的咨询关系。如果当事人不愿

转介�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要慎重处理转介�应权衡
继续咨询可能给当事人、咨询者和心理咨询业带来
的危害。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可告知心理咨询中心
有关当事人的姓名和情况�由心理咨询中心在适当
的时机和学生接触。

4∙注意转介成功后的相关事宜
转介成功后�先前的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要渐

渐减少支持辅导�以便推动当事人与新的心理咨询
师或治疗师建立新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关系。同
时�先前的教育者或心理咨询师�一般不要和当事人
评论转介后的专家。如果当事人有怨言�可以倾听
其诉说并作适当的解释�让当事人有一个接受的
过程。

三、大学生心理危机转介实例分析
（一 ）危机案例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王某�男�23岁�研二学生。独生子�父为政府

官员�母为大学教师。大学本科就读于某省一所
“211”学校。生活中�王某性格开朗�兴趣多样�学
习成绩非常好�是老师、父母眼中的好学生。由于学
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现在的学校攻读硕士学位。

2∙当事人的危机状况
王某在秋季入校后的两个月内�学习一直不在

状态�无法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任务�内心非常慌乱
和紧张。两个月来�他一直在挣扎�但情况没有按照
他期望的方向发展。随着时间的延长�他的压力越
来越大�做什么事都没劲儿�对任何事都兴趣索然�
情绪非常低落。睡眠也出现了问题�易早醒�白天大
脑昏昏沉沉�用他自己的话说类似于行尸走肉�感觉
自己快要崩溃了�力不从心�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学习
的料�很难完成研究生的学业。生活非常悲观、绝
望�内心有很大的负罪感�感觉愧对导师�也愧对家
人�认为自己活着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产生了
轻生的念头。

（二 ）转介过程
针对王某的危机状况�相关人员根据学校事先

制定的转介程序进行有效干预�及时防止了危机事
件的进一步恶化�成功地挽救了该生。

1∙发现问题
与王某同宿舍的同学�发现王某最近总是沉默

寡言�神情恍惚�表情痛苦�缺少了研一时的那种生
活情趣和幽默感。他们感觉王某的情况不对劲儿�
于是与导师说起了这件事。

·111·第23卷 第2期　　　　　　　　　马喜亭：转介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



2∙及时报告
导师发现该生的情况并与之交谈几次后�发现

王某的情况没有好转迹象�甚至越来越严重。于是�
导师及时向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汇报了有关

情况。
3∙完成转介
学院研究分析情况后�及时向学校心理咨询中

心求助。根据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指导�该生导师根
据学校制定的转介程序�在征得该生同意的情况下�
填写了心理咨询转介单�预约了学生的咨询时间等。

4∙初步评估
根据预约时间�王某在研究生指导主任的陪伴

下�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心理咨询中心。经过一
个小时的咨询�心理咨询师发现他具有明显的抑郁
症状特征�建议王某到校外某精神卫生专业医院做
进一步的诊断。

5∙诊断治疗
学校在第二天迅速地为王某办理了的转院手

续�后经精神卫生专业医院诊断�该生患的是重度抑
郁症�需要住院治疗。该生在医院经过三个月的住
院治疗�病情得到了明显好转。出院后�遵医嘱继续
服药�一边治疗一边学习。

6∙转介效果
学校根据转介机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

王某的转介事宜�为王某的咨询、治疗赢得了时间�
减少了王某的痛苦程度�有效地阻止了其病情的恶
化�使其郁抑症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为其早日康复做
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综上所述�转介工作是新形势下探索化解高校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运用得当�可以有
效地解决或控制大学生心理危机问题的恶化。如果
不了解转介的有关内容和程序�有可能产生非常严
重的后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有效识别危机
个案�如何做到科学有效的转介等�还需要不断地研
究和探索�力争将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可能引发的严
重后果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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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文本的翻译应当尽量减少语际交流障碍的

局限性�最大限度化解高文化语境和低文化语境间
的矛盾。注解解决文史文本翻译中的可译性 “障碍
点 ”�即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间错层�中国译者
和外国读者间的语际交际矛盾行之有效的手段。
《茶经》－－－ “四茶之器 ”内容详细全面�论述严谨透
彻�文化博大深远�其译本是探讨文史文本中高低语
境文化交流错层注解的良好文本。注解者要在理解
源文本和译者的翻译目的的前提下�根据代码的内
涵信息�适时采用图解、文字注解 （音译代码注解＆
非音译代码注解 ）�根据注解信息的相关度和含量�
酌情采用脚注、尾注�化解文史文本翻译中的 “障碍
点 ”�对文化错层进行有效搭建�实现语言形式与文
化内涵的充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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