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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文件
黑农经职院院发〔2023〕33 号

关于印发《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心理健康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为了更加准确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防止学生因心理问题

引发心理疾病和突发事件，提高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工作的有效

性，进一步做好学校心理辅导工作，及时帮助心理异常学生摆脱

心理困扰，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现将《黑龙江农业经

济职业学院心理健康专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部门按照

方案开展工作。

附件：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心理健康专项工作方案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3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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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心理健康专项工作方案

为提高我院学生的心理素质，有效预防并及时控制和消除学

生由严重心理问题而引发的自伤和伤害他人等危机事件的发生，

维护学校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特制定心理健康专项工作方案。

一、成立心理健康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闫海民 张继忠

副组长：丛培鑫 姜桂娟 周淑香 聂洪臣

组 员：薛永三 闫瑞涛 吴 英 柴方艳 邢立伟

任运国 史 洁 李池国 李金生 姜 辉

刘 威 王忠波 王 刚 赵林琳

主要职责

1.研究制定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规划和相关制度，统筹

领导全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确

保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时间、人力和

财力保障，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有关措施能够有效落实。

（二）办公室：学生工作部

主 任：任运国

副主任：齐光宇 李春青 邹 明 张绍男 丁 飞

赵 东 张文光 杜震宇 栗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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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刘 丹 万春秀 侯春宇 李伟威 席 莹

徐珊珊 杨英韬 杜 娟 赵东明 张朝栋

主要职责：

1.认真落实上级有关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政策和要求，确保

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效果；

2.统筹协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

预防干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顺利开展；

3.对各系部二级心理辅导站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反馈，并

对其工作成效进行考核；

4.开展心理技能培训。

二、加强系部二级心理辅导站建设

辅导员、班级同学、宿舍室友是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直接观

察者和第一发现人；系部是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最快捷、最有效的

干预者。要加强系部二级心理辅导站建设，充分发挥系部二级心

理辅导站的作用。

（一）二级心理辅导站人员组成

二级心理辅导站站长由系部负责学生管理工作主任担任；副

站长由系部负责学生心理工作并经过心理学相关专业培训的辅导

员担任；成员由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联络员以及参

加过朋辈心理辅导的心理社团的优秀学生组成。

（二）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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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心理辅导站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四级网络体系中的重

要枢纽，要认真落实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求，及时解决大学

生的发展性心理问题；结合本系部特点和实际，组织开展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及时发现和识别学生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并预防

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转介障碍性心理问题学生，进行心理危机

的防范和初步干预。

具体职责如下：

1.依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整体规划，制定本系部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计划。

2.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配合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开展学生

心理健康普查。统筹安排普查中疑似心理问题学生的进一步观察

和追踪回访，做好访谈记录。

3.做好本系部学生一般性心理问题的日常辅导，并及时做好

辅导记录，及时转介心理问题较严重的学生到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接受咨询。

4.每月在心理测试平台上报重点关注学生案例，咨询中心给

予处理意见后要及时跟进。

5.做好学生心理访谈及辅导记录的保密工作，保护学生隐私。

6.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自主举办多种形式的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积极配合学工部心理咨询中心开展如“3.25”

“5.25”“10.10”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自助助人的

人文关怀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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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积极参加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各项会议和培训。

8.做好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联络员以及心理骨干等学生

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考核工作。

9.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其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务。

三、加强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

进一步完善“校—系—班级—宿舍”四级心理危机预防干预

网络，进一步明确校、系、班级、宿舍的工作职责，要形成重心

下移、工作前移、重点突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既有明确分

工、又能通力合作的运行机制，从而预防大学生危机事件的发生，

深入推动和完善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要形成“学校

抓整体规划，系部抓班级落实，宿舍抓心理疏导”的良好局面，

做好心理危机预防干预排查工作，做好对重点关注学生的关心帮

扶。

（一）四级心理危机干预网络职责

一级网络指学校层面，统筹规划学校整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制定相关制度，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进行讨

论和决策。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负责指导全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主要职责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进行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

辅导培训，指导系部二级心理辅导站开展心理普查，对重点关注

学生建立心理档案。

二级网络指系部二级心理辅导站，主要职责是落实学校的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包括挑选和培训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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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指导各班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时汇总系部心理异常

学生信息，实施初步心理干预，视情况上报校级心理健康咨询中

心；协助辅导员、班主任做好突发心理危机事件的处理等工作。

三级网络指班级，主要成员为班级心理委员和班级心理骨干，

主要职责包括认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基本的异常心理鉴别

技能，开展适当的朋辈心理辅导；组织开展班内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组织宿舍心理信息员收集心理异

常学生信息，予以积极关注；将收集到心理异常学生信息，向辅

导员、班主任或心理辅导员报告；定期汇总本班学生心理情况，

形成心理月报。

四级网络指宿舍，主要成员是宿舍心理联络员，主要职责是

自觉营造良好的宿舍人际关系；发现心理异常学生后，要积极关

注和干预，并及时向班级心理委员报告；对于心理问题特别严重

学生，要及时向辅导员、班主任、心理辅导教师报告。

（二）心理危机排查

1.重点排查对象

（1）直接或间接提出要自杀者；

（2）有自杀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自杀者或者心理健康测评中筛

查出有轻生意念者；

（3）患有严重心理疾病，如患有严重抑郁症、恐惧症、强迫

症、 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者；

（4）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控制病情仍然在校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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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身体患有严重生理疾病者；

（6）近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情绪过于高涨或低落者；

（7）过于冲动，控制自我能力差，有自残行为者；

（8）存在严重睡眠障碍，如嗜睡或严重失眠者；

（9）近期发生过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遭遇身体或精神伤害、受到自然或社会意外刺激者；

（10）近期行为异常或性格突然转变、语言交流出现问题者；

（11）有校园欺凌、寄养经历、性创伤等严重心理创伤者；

（12）家境贫困、经济负担重、自卑心理严重者；

（13）学习压力大、休学、降级或近期遭遇处分行为异常者；

（14）恋爱情感挫折导致情绪低落者；

（15）人际交往困难，存在严重人际疏离或人际冲突者；

（16）独来独往不合群，缺乏社会支持者；

（17）临近毕业，考试失利、就业困难、不能正常毕业者；

（18）因严重网络成瘾行为而影响其学习及社会功能者；

（19）个人卫生习惯异常者；

（20）心理健康测评中筛查出疑似有心理问题或其他认知、

情绪、行为等心理异常者；

（21）离异家庭、单亲家庭或留守家庭者；

（22）有家族遗传病史者，如高血压、心脏病、癫痫、抑郁

症、其他疾病等。

2.排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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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系部主管学生工作领导、辅导员、班主任要通过谈心

谈话、深入宿舍、课堂等渠道，多途径、全方位开展排查；

（2）充分发挥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联络员、朋辈心理辅

导员、班级干部和任课教师的作用开展排查；

（3）通过朋友圈、抖音、微博超话、校园集市等社交媒体和

大数据分析等网络渠道排查；

（4）通过新学期心理测试或问卷调查全面了解学生心理状

况；

（5）其他方式。

3. 排查分类标准

根据学生的情绪、行为、社会功能受损情况及自杀（伤）、 他

伤等风险因素将排查出来的学生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以下为

分类标准：

一级：学生常年有慢性生理疾病，或者抑郁症、焦虑症、精

神分裂症等心理或精神障碍；或者有严重现实困难，家庭支持差，

有自杀倾向、有伤害他人倾向或因心理疾病休学、退学、入院治

疗的。

二级：学生有某种性格、身体、成长历程、家庭、成绩等方

面的困难，并明显地影响了该生的学习或生活。比如受疫情影响

情绪波动严重、有多门考试缺考、考试不及格、不完成作业、不

上课、玩游戏、看电子小说成瘾、没有朋友等。

三类：学生有某种性格、身体、成长历程、家庭、成绩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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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困难，并在生活中有所表现。比如自卑，封闭，脾气暴躁，

自尊心过强等。

4.做好对重点关注学生的关心帮扶

各系部对于排查出的重点关注学生，按照动态、分类、精准

的原则，建立一人一策档案。同时充分发挥朋辈心理辅导员、心

理联络员、班级干部和任课教师的作用，针对一级、二级、三级

学生采取不同的帮扶措施，建立“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

机制，确保学生生命安全。

（1）针对三级重点关注学生

辅导员日常通过谈心谈话、鼓励、支持等方式进行日常关注，

谈心谈话过程中需要系统了解学生的情况：

①整理学生材料：性格、学习、交友、室友、家庭状况、成

长经历等；

②与学生成为朋友，通过谈心谈话，找到学生的社会支持系

统；

③发现学生困难，提供资源；

④找到学生上课、用餐、休息、交友等基本规律；

⑤有必要时联系家长，收集资料；

⑥做好谈心谈话记录，以及与家长联系的相关资料存档。

（2）针对二级重点关注学生

在三级关注措施的基础上，系统了解学生心理状况的基础上，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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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辅导员谈话：定期谈话与实时谈话相结合，了解学生的日

常状况，原则上每半个月至少谈话一次，随时关注学生情绪状况，

做好谈话记录。

②家校相结合：定期与家长沟通学生情况，需要就医的学生，

保持与家长联系，请家长持续监护并随时向学院反馈学生状况，

形成家校合力，共同帮助学生。

③发挥任课教师、班级朋辈辅导员、心理联络员及学生干部

的作用，全方位的跟踪监护，实现“一对一” “多对一”，全方

位关心帮扶。

（3）针对一级重点关注学生

在二级、三级学生关注方式的基础上，采取以下两类措施：

①当下或近期有自杀及他伤风险的启动学校危机干预工作流

程，做好 24 小时关注监护，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送医，第一

时间联系家长，做到及时干预，确保学生生命安全。

②曾出现上述情况，但学生目前状况相对稳定按照三级跟踪

关注办法，但要提高对学生关注的程度。

5.排查材料上交时间

春季排查材料上交时间是每年 3 月 25 日前，秋季排查材料上

交时间是每年 9 月 18 日前。

四、加强家校医合作，及时转介，精准对接

通过测评、辅导员访谈，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评估，确认学生

疑似存在精神障碍者或存在危机风险者，要充分利用学校搭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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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医转介平台及时转介对口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诊断和治疗，要

及时与家长反馈学生的情绪、行为变化，与家长合作共同帮助学

生度过心理危机，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

（一）转介对象

1.已确诊精神障碍或有明显的精神障碍迹象的学生（如精神

分裂症、抑郁症、情感精神障碍等）；

2.流露出自杀、自伤或伤害他人念头（如谈论自杀，诉说关

于自杀实际想法，直接、间接有过自杀暗示等）的学生，身边出

现自杀或他杀事件受到心理创伤的学生；

3.存在严重心理困扰的学生（如情绪持续低落、学习兴趣下

降、严重失眠、个人卫生下降、有严重罪恶感、自责感、有明显

的人格缺陷等）；

4.处在重大负性事件中，情绪受到严重困扰的学生（如面临

退学、重大疾病、就业无望、重要亲人突然去世、失恋、发生人

际冲突等）；

5.发生明显反常行为的学生（如无故突然改变日常言行习惯

或出现语言逻辑混乱，不明原因突然给同学、朋友或家人送礼物、

赔礼道歉、诉说告别话语等，出现特别烦躁、高度焦虑、恐惧、

冲动等）。

（二）转介流程

1.发现上述情况第一时间向学校主管领导、学工部汇报，若

情况紧急，首遇人员应立即拨打 110 电话报警、拨打 120 电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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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时救治，同时拨打校医院电话寻求快速救治、拨打保卫处电

话进行及时干预；

2.对学生状况进行详细了解，稳定学生情绪，在心理健康咨

询中心的指导下，进行 24 小时跟踪监护，确保学生生命安全；

3.第一时间联系家长，通报学生情况，请家长及时到校。家

校合作，共同帮助学生度过危机；

4.依据学生危机情况，在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指导下，及时转

介到心理专科医院，进行诊断治疗；

5.视学生危机情况，如不能在校就读，为学生办理请假、陪

读或休学手续；

6.发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学生返校前需出具三级甲等以上医院

心理科或相关科室近期诊断证明；

7.系部辅导员和主管学生工作领导分别与复学学生谈心谈

话，对学生心理状态进行初步评估，心理状态稳定的办理复学手

续；如果对学生心理状态把握不准，联系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老师

共同评估；如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认为需要进一步评估的，邀请精

神科医生进行集中会诊研判，经过评估后，对于心理状态不稳定

的学生，系部可以从关心学生的角度做家长工作，建议家长陪读，

或继续请假或休学回家调整。

五、加强与医院精神心理科及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合作

为保障患有严重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问题学生接受高时效、

高质量心理健康服务权益，与牡丹江市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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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理科签订合作协议，邀请医院精神心理科定期到我院对学

生进行评估问诊；同时向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公开招聘兼职咨询师，

签订合作协议，定期到校进行心理咨询。

六、经费保障

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黑龙江省教育厅党组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黑教工委联〔2019〕34 号）和《黑龙江农业经济职

业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方案》规定，按 15 元/生/年标准设

置心理专项经费，用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讲座津贴、宣传制作、

活动物品及奖品的购买、心理预警学生的就医报销、危机学生处

理以及二级心理辅导站建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