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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高校的心理咨询师们在面对高校学生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时存

在着许多伦理 困境，本文主要从：专业胜任力、保密条例与行政管理的冲突、

知情同意、双重关系、完全实现保证当事人的福祉存在困难这五个方面综述了

高校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危机干预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以及一些简单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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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是一种认识，当个体认识到某一件事或境遇超过了自己应付能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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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构成危机。大学生在大学里的生活与其以往的生活有很大的差异的，在大学

里他们会面临更多的人际与学业等方面的压力，当他们无法承受这些压力时，

可能就会感觉到巨大的危机。此时，老师发现学生存在这种情况时，就会对其

进行危机干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对面临心理危机的大学生采取迅速而

有效的应对措施，给予支持与帮助，使之逐渐恢复心理平衡［1］。危机干预已

经成为自杀干预的核心［5］。我国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对象通常被高校心理

咨询师认为具有高风险的特点，通常情况下，这一概念包括患有特殊疾病比如 

HIV 阳性感染者、有自杀倾向和有暴力倾向的求助者［4］。最近有研究指出，

自杀是青少年和新兴成人（根据 2018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成人年龄阶段的划

分标准，新兴成人是指 10-24 岁的人）中死亡率第二高的死亡原因［2］。很多

自杀的人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在此之前他们会有很多的自杀想法与意愿等，且

也会展现出有意或无意的呼救信号。研究指出自杀与抑郁、双相情感障碍密切

相关［3］，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对其风险的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伦理，指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伦理的

基本要求是确认我们对自己及他人的责任［4］。《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

理学会工作伦理守则》对心理咨询师提出了严格的工作伦理要求。然而，在高

校的心理危机干预中，会由于双重关系以及保密协议等问题而造成伦理困境。

伦理困境也被称为道德俘虏论，是指陷入几个道德命题之间的冲突，如果遵守

其中一项，那么就将违犯另一项的情况。在伦理困境下，咨询师无论如何作为

都可能会产生与自身道德观、职业价值观相冲突的情形。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伦

理困境问题就是有轨电车难题［4］。 

高校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危机干预中存在着许多的伦理困境。例如，在涉及

到个体想要自杀的情景时，咨询师是否需要打破保密就涉及到伦理问题，主要

可能会面临以下几个情景：情景一，如果咨询师评估可以不打破咨询保密原则，

但是来访者自杀了，咨询师将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即来访者家人方面的压力、

咨询师自我的怀疑、同行之间的质疑等，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压力都可能对咨询

师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情景二，如果咨询师选择打破保密原则，但是来访者不

愿意，用死亡来威胁咨询师，这也会让咨询师倍感压力；情景三，来访者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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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倾向表现很隐晦，咨询师没有及时察觉到来访者的自杀倾向，后续来访者自杀，

这也会让咨询师陷入伦理困境。以上三种情景可能还是过于简单，咨询中还可

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情景，更多的因素混杂在咨询中。所以，高校心理咨询师

在咨询中可能会面对怎样伦理困境，又怎样去应对这种困境呢？这是此篇综述

想要谈论的一个话题。

1  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伦理困境与应对方法

1.1  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胜任力 

高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一定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这是作为一个心理咨询

老师最基本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心理学发展还比较缓慢，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也是少之又少，很大一部分 的心理咨询师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学习与培训，大

部分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专业能力不足就可能对心理危机的风险评估

不足，从而可能造成学生的生命危险。在高校中，大多数的学生都存在过自杀

念头，对自杀念头的实时监测研究表明，它们通常是偶发性的，起效快，持续

时间短［8］，但是并不是所有有过自杀念头的来访者都需要危机干预。所以，

在咨询中，怎样准确的识别出需要干预的对象是很重要的，专业胜任力更强的、

拥有更专业的能力的咨询师就更容易对危机者聚焦。

1.2  高校心理咨询师应对伦理困境的方法

高校心理咨询师首先要有自省能力，对自己的能力要有清晰的认知。然后

咨询师可以：（1）借助精神病院等校外资源的力量，也可以与精神病院建立相

应的一些联系；（2）可以从自己的督导师或咨询师那里得到帮助，咨询师定期

接受督导不仅是职业需要，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保护；（3）吸收教训、不断的自

我探索，并且定期的去学习；（4）对于一些新手咨询师，如果实在没有把握，

那么就直接对学校进行上报；（5）咨询师应该熟记伦理守则中的内容，这也属

于咨询胜任力的一部分，熟记伦理守则既可以保证来访者的福祉，也可以保护

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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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密条例与行政管理的伦理困境及应对方法

2.1  保密条例与行政管理的冲突

遇到保密例外的情况时，可以直接上报，但是需要提前与来访者直接沟通，

一般高校都有建立危机干预小组，有了危机干预小组的合作，这件事情处理起

来会相对轻松一点。但对于潜在的风险者，心理咨询师在对其进行干预信息交

接时就会遇到伦理问题。比如，当行政管理人员要求探听危机当事人的情况时，

应该如何保密？当危机当事人面对某些特殊情况时，是否应该采取保密例外的

手段等［6］。 

2.2  保密条例与行政管理冲突的应对策略

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者，高校在管理中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继续跟踪和评估风险，包括采用多种方式综合评估，如可以与督导讨

论此种情况，或进行问卷测验，但注意测验应该谨慎使用。（2）争得当事人同

意后，打破保密原则并进行上报，同时成立危机干预小组，可以对家长、辅导

员和相关的一些同学进行培训，让他们可以给予处于危机中的同学更多的支持

并能更加警觉。注意在此基础上最好要与当事人讨论可以打破保密原则和上报

的内容，在与来访者沟通时一定要注意斟酌自己的言辞，并及时关注到来访者

的情绪与行为。

在涉及当事人隐私的情况下，咨询师可以选择只报告来访者的症状，不报

告其隐私，并努力做到尊重和保护来访者。例如：来访者的性取向，如果性取

向方面的内容与汇报内容无太大的交叉，可以选择不上报。

建立咨访关系之初，就需要征得来访者的知情同意许可。由于最初经历过

对来访学生没有提及保密例外原则而导致咨访关系破裂后，来访者普遍认为在

咨访关系中咨询师应该最先将保密例外原则对他们进行告知，这样才能使咨访

关系发展下去。 

总之，咨询师应该始终牢记心理咨询中最为重要的原则，该原则的第一要

务是要保证学生的福祉［10］。即使是在冲突的情况下，咨询师做出的抉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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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有利于来访者的。 

3  高校咨询中来访者知情同意权的困境及应对
方法

3.1  知情同意权的困境

知情同意方面的困境主要是在进行心理咨询中，咨询师若发现需要将保密

打破，但来访者拒绝打破应该怎么办？保密打破是否一定需要告知来访者？之

前有一个高校案例即咨询师发现来访者有自杀风险，且风险系数较高，咨询师

在未告知来访者的情况下就直接告知了其家人与辅导员，并要求他们协助帮助

来访者走出危机，最后的结果是成功的。但若这件事是失败了，最终咨询师和

来访者，以及来访者的亲人和朋友又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呢？ 

3.2  知情同意困境的应对策略

针对上述的这个案例，笔者经研究认为高校心理咨询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

凭借自身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能力才能将风险降低。除此之外，心理咨询师与

来访者需要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这可以让来访者更加信任咨询师，咨询师也

更加了解来访者，这样才能更加自如地应对这种情况。 

其实上述案例的情况，咨询师是很冒险的，该咨询师在打破保密后的每一

步都像在钢丝上行走，往往有自杀意愿的来访都是很敏感的，咨询师可能稍不

注意就会露馅，从而使这段咨访关系陷入危机之中。所以心理咨询师在做此类

决定时，一定要从多方面进行风险评估，以及对后续的步骤要做详细的规划，

并考虑到各种情况以及应对策略。

4  高校咨询师与来访者间双重关系困境及应对
策略

4.1  双重关系的困境

高校心理咨询师既是咨询师也是任课老师，在这时就可能和来访者形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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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关系。此时，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就可能造成一种角色冲突。来访者由于学

生的身份，他可能会在课堂中也能接触到咨询师，而在课堂的咨询师是担任着

老师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咨询师的角色会有一些差异［7］。在这种角色

交叉的情况下，咨访关系可能更难建立信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还

可能在心情糟糕或其他一些不好情况发生时，不时地向咨询师进行咨询。在此时，

咨询师就会面临两难的困境，到底是进行咨询还是拒绝咨询呢？如果拒绝了，

这个学生后期不再进行咨询怎么办呢？同时，这种双重关系对咨询师来讲也是

不利的，他可能会在课堂上过多的关注来访者或避免关注来访者，这都可能对

来访者造成不同的伤害。还有就是咨询师可能会在咨询中不能转换角色，会以

老师的口吻进行说教。

4.2  解决双重关系困境的策略

咨询师在上述咨询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学生的移情与咨询师的反移情情况。

随着咨询的深入，咨询师和来访不产生移情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咨询师应该

及时察觉移情给咨询带来了什么，比较有效察觉移情发生的方法就是咨询师进

行定期的督导或向咨询同事寻求帮助。另外， 在学生咨询期间，该咨询师尽量

避免成为该学生的任课老师；若学校咨询老师的数量不足，学校可以邀请社会

上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老师来学校兼职。除此之外，学生在私下向咨询师诉

苦的情况，咨询师首先要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如果风险程度不高，那么可以感

谢学生对自己的倾诉，但同时也要划清界限，讲明欢迎他来学校咨询室对他的

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5  完全实现保证当事人的福祉存在困难及方法

5.1  保证当事人福祉存在的困难

一般高校都存在学生多，心理咨询师稀缺的情况。甚至有高校存在学生几

万，但咨询师只有几个的情况。所以，这对心理咨询师的工作量要求就是极大的，

而且在高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不仅负责学生心理咨询工作还负责教学、科研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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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作。在这种高压情况下， 咨询师难免就会出现职业倦怠，工作状态不稳定

或身心疲劳的情况。咨询师在这些情况下进行咨询，咨询师就可能会丢失其敏

锐的观察力，忽视或低估来访者所面临的危机，而无法完全保证来访者的福祉。

而且，由于咨询师人手不足就可能导致咨询师对来访者进行转诊或跟踪困难，

这也会损伤当事人的福祉。 

5.2  保证当事人福祉的策略

心理咨询师多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尽量避免因能力问题而出现转介的情

况。另外，高校咨询师应该多与上级领导反映、沟通，增加学校对心理咨询的重视。

而学校，它就更应该多在学校宣传心理咨询，让更多的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心理

咨询，更主动的来进行咨询，也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在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前

解决心理问题。此外，高校应该对辅导员进行定期培训，让辅导员及时及早发

现危机，尽量做到所有的危机个体都在学校的监控中。 

6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胜任力、保密条例与行政管

理的冲突、知情同意、双重关系以及完全实现保证当事人的福祉存在困难五个

方面简单陈述了高校心理咨询师可能面对的伦理困境及应对方法。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了问题了会寻求法律的帮助，但是，法律也有其固有的缺陷而无法解

决道德困境，当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产生时，通常还是由内化的道德标准决定［9］。

关于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伦理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笔者仍需要进行深入

地研究，从而将当事人的福祉得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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