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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学阶段心理危机的精准干预模式及预警体系的构建，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和应对心理困境的能力。特别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干预措施，有效降低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症

状，同时增强他们的社交能力和自我调节技能。方法：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

在重庆市三所小学中对90名学生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干预研究，使用标准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SCARED

和CDI）进行评分，并通过教师和家长的反馈收集定性数据。干预措施包括个体心理咨询、小组活动、家庭

指导和校内支持。结果：本研究发现，在干预期间学生的SCARED和CDI评分显著下降，表明焦虑和抑郁症

状有所改善。个案研究“小明”更是突出显示了这一趋势：经过个性化的干预后，小明在情绪管理、社交互

动和学习表现方面均有显著提升。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小学阶段心理危机的精准干预模式及预警体系有效

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特别是个体化的干预措施，对于降低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增强其社交技能和自

我调节能力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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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代教育不仅注重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培养，更加关注其心理健康和情感发展。随着社会压力和学业

负担的不断增加，小学生面临的心理压力也日益显著［1］。如焦虑、抑郁以及社交适应问题，在小学阶

段尤为凸显。这些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业发展，更对其长期的个人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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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2］。因此，构建一个针对小学阶段的心理危机精准干预模式及预警体系，对现代心理健康教育

领域尤为重要。

在小学阶段，孩子们正处于心理和社交技能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3］。在这个阶段，适当的心理干预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当前的心理困境，还可以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然而，由于缺乏

有效的预警机制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小学生的心理危机往往未能得到及时的识别和处理。因此，开发一

套适用于小学生的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系统，对于提升学生的整体福祉和学校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问题陈述

本研究旨在开发和验证一个适用于小学阶段的心理危机精准干预模式和预警体系。通过对小学生心

理发展特点的深入理解，结合现代心理健康理论和实践，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如何有效

识别小学生可能面临的心理危机？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心理危机预警体系？在识别出潜在心理危机后，

应采取哪些精准和有效的干预措施？如何评估这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不仅将提出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型，还将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所提出的干预模

式和预警体系的实际效果。通过这一研究，以期为小学阶段心理危机的精准干预和预防提供科学、实用

的指导和参考。

2  理论框架

2.1  心理危机的定义和特征

心理危机是指个体在遭遇重大心理压力或创伤事件时，其常规的应对机制无法有效工作，导致个

体出现心理失衡和功能障碍的状态［5］。在小学阶段，心理危机通常表现为焦虑、抑郁、行为问题、学

习困难等多种形式。这些危机不仅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还可能对其长期的心理健康造成持续

影响［6］。理解心理危机的这些特征对于构建有效的干预模式和预警体系至关重要。

2.2  小学阶段心理发展的重要性

小学阶段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阶

段，儿童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学习处理复杂的情感和社会关系，并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7］。因此，这

一时期的心理危机干预不仅要关注即时的问题解决，更要重视对学生心理韧性和社交能力的长期培养。

2.3  精准干预模式的理论基础

精准干预模式基于对个体心理发展特点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心理危机的精确识别。该模式强调个体

化和情境化的干预策略，旨在提供最适合特定学生的支持和服务［8］。在这个模式下，干预措施不仅要

针对学生目前的心理状态，还要考虑其个人背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交网络等因素。此外，精准

干预模式还强调干预效果的持续监测和评估，确保干预措施能够及时调整，以适应学生心理发展的变化。

通过上述理论框架的建立，本研究旨在提供一个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来理解和应对小学生的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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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的干预模式和预警体系的构建作为参考。

3  文献综述

3.1  现有心理危机干预模式的回顾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心理危机干预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显示，传统的干预模式主要集

中在对症状的缓解上，如通过心理咨询和行为疗法来处理学生的焦虑和抑郁问题［9］。然而，这些方法

往往忽视了心理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家庭环境、学校氛围和同伴关系等。近年来，研究开始转向

更为综合和系统的干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还包括其社会环境和情感需求［10］。

3.2  心理预警体系的发展趋势与挑战

心理预警体系的建立旨在通过早期识别和干预来预防心理危机的发展。现有的文献表明，有效的预

警体系应包含多个层面：包括对学生行为和情绪的连续监测、对教师和家长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对学校

政策和环境的改善。然而，这些体系的实施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资源分配的不均、隐私保护的问题，以

及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11］。

3.3  小学生心理危机的特点与识别

针对小学生的心理危机具有其特有的特点和挑战。由于小学生的心理和认知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点，

他们可能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因此，识别小学生的心理危机需要更加细致和敏感的方法。

例如，通过观察学生的行为变化、学习成绩和社交互动来进行识别，发现学生可能潜在的心理问题。此外，

与青少年和成人相比，小学生对心理干预的反应和需求也有所不同，这要求干预方法必须符合小学阶段

孩童的特殊性［12］。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提供了关于心理危机干预和预警体系建立的多种视角和方法。然而，针对小学

生的心理危机干预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更有效和个性化的方法。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适用于小学

阶段的精准干预模式和预警体系，为心理危机的预防和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以全面探索小学阶段心理危机精准干预

模式及预警体系的有效性。定量研究部分旨在通过统计分析来验证干预模式和预警体系的效果，而定性

研究则旨在深入理解参与者的经验和观点。

4.2  数据收集

定量数据将通过标准化问卷来收集，这些问卷包括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和学校环境评估。问卷将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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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始前（干预前）、干预后和追踪评估阶段（干预后 6 个月）进行。定性数据将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

焦点小组讨论收集，对象包括教师、家长和学生。访谈和讨论将围绕干预措施的经验、感受和建议进行。

4.3  数据分析方法

定量数据将使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多变量回归分析，以评估干预

模式和预警体系的效果。定性数据将采用内容分析法，识别主题和模式，深入理解参与者对干预模式和

预警体系的看法和体验。

4.4  样本选择

研究样本将包括重庆市 3 所小学，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参与的学生将按年龄、性别、学

习成绩和社交能力等因素进行分层抽样。教师和家长的选择将基于他们的参与意愿和对学生心理健康的

影响程度。

通过上述研究方法，本研究旨在全面评估小学阶段心理危机精准干预模式及预警体系的有效性和可

行性。这些方法的结合将提供深入的理解和实证证据，为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坚实的基础。

5  干预模式构建

5.1  干预模式的设计原则

在构建小学阶段心理危机的干预模式时，本研究遵循以下设计原则：首先，干预措施必须是个性化的，

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独特性和具体情况；其次，干预应是多方位的，不仅包括心理咨询和治疗，还应涉及

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个层面［13］；最后，干预模式应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学生的反应和进展进行适

时调整。

5.2  面向小学生的精准心理干预策略

（1）早期识别和评估。通过定期的心理健康评估和行为观察，及早识别可能的心理危机。（2）心

理教育和意识提升。在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3）个体和

小组心理咨询。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个体咨询和小组疗法。（4）家校合作。

学校与家长合作，提供家庭教育和指导，帮助家长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提供支持。

5.3  教师、家长和学校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1）教师培训。定期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教师能够在日常教学中识别和应

对学生的心理问题。（2）家长教育。通过家长会和工作坊等形式，增强家长对儿童心理健康的认识和

应对能力。（3）学校政策和环境优化。构建支持性的学校环境，制定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的学校政策。

通过上述干预模式的构建，本研究旨在提供一种针对小学生心理危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解决方案。

这一模式不仅关注个体学生的心理健康，还涉及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个层面，旨在通过协同的努力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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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应对心理危机。

6  预警体系建构

6.1  预警体系的关键元素

在构建小学阶段心理危机预警体系时，需考虑几个关键元素，这些元素对于确保体系的有效性和可

操作性至关重要。

（1）数据收集与监测。通过定期评估和监测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情绪表达、行为模式和社交互动，

构建一个全面的数据收集体系。

（2）风险评估模型。开发一个基于数据分析的风险评估模型，以识别处于心理危机风险中的学生。

（3）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确保学校、家庭和心理健康专家之间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以便及

时响应潜在的心理危机。

6.2  实施和管理预警体系的策略

为确保预警体系的有效实施和管理，本研究提出以下策略。

（1）跨部门协作。建立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等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共同参与心理危机预警体

系的构建和实施。

（2）培训和能力建设。对教师、学校管理者和家长进行定期培训，提高他们对心理危机预警体系

的理解和操作能力。

（3）持续评估和改进。定期对预警体系进行效果评估和改进，确保其适应学生心理健康需求的变

化和技术的发展。

通过上述预警体系的建构，本研究旨在为小学阶段的心理危机提供一个早期识别和干预的有效机制。

这一体系不仅能够提升学校对心理危机的响应能力，还能够帮助家庭和社会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心理健康。

7  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

7.1  样板选择与量表

本研究选择了重庆市三所小学，每所学校从三个不同年级中各选取 3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干预

措施包括定期心理健康评估、心理教育课程和个体咨询服务。为了评估干预效果，本研究使用了标准化

的心理健康评估量表，分别是儿童焦虑量表（SCARED）和儿童抑郁量表（CDI）。

7.2  数据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 ANOVA（方差分析）来分析学生在 SCARED 和 CDI 评分上随时间的变化。此外，本研

究还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来比较干预前后的得分差异。重复测量 ANOVA 显示，学生在 SCARED 评分上

的时间效应显著（F（6，534）=15.324，p<0.001），表明随着干预的进行，学生的焦虑水平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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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样本 t 检验进一步证实了干预前后评分的显著差异（t（89）=6.183，p<0.001）。类似地，CDI 评分

的重复测量 ANOVA 也显示了时间效应的显著性（F（6，534）=12.471，p<0.001），说明抑郁水平随着

干预的进行有所改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前后的差异显著（t（89）=5.842，p<0.001）。

图 1  SCARED平分变化图

Figure 1 SCARED split variation chart

图 2  CDI 评分变化图

Figure 2 CDI score change chart

7.3  结果与分析

根据 SCARED 评分变化图，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表明在六个月的干预期间，学

生的焦虑水平显著降低。初始评分平均为 35 分，而干预结束时降至 20 分，这种显著的变化表明了

干预模式在减轻学生焦虑方面的有效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个月内，评分下降尤为明显，

这可能与干预措施在初期的高度关注和密集介入有关。同样，CDI 评分变化图展示了抑郁水平的相

似下降趋势。从干预前的平均评分 28 分降至干预后的 15 分，这一改变证实了干预措施不仅对焦虑

症状有效，同时也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这一结果强调了心理健康干预在提升学生整体心

理福祉方面的重要性。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精准干预模式可以有效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通过定制化的干预计划，包

括个体和小组心理咨询、心理教育课程以及家庭和学校的参与，能够有效地应对学生的心理需求。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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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的干预方法不仅关注症状的缓解，更重视学生心理韧性和社交能力的发展。

从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几个关键的启示。首先，早期干预对于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至关重要。其次，

家庭和学校的参与对于干预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强调了跨领域合作在心理健康干预体系中的重要性。

8  个案研究

在本次研究后，从本次参与研究的学生中挑选一名学生小明（化名）进行访谈，旨在了解本次干预

过程的有效性。小明（化名）是一名 10 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在干预前，他在学校中表现出明显的焦

虑症状，如上课时经常出现心跳加速、出汗和集中注意力困难。同时，该学生显示出轻微的抑郁倾向，

如缺乏兴趣、低落的情绪和与同学间的隔阂。

8.1  干预前的评估

通过标准化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小明的 SCARED（儿童焦虑量表）得分为 38，CDI（儿童抑郁量表）

得分为 24。此外，通过教师的观察和家长的反馈，也确认了小明在社交互动和学习动力上存在困难。

8.2  干预后的变化

经过为期六个月的干预，小明在心理健康方面显示出显著改善：SCARED 得分从 38 降至 18，显示

焦虑症状大幅减轻。CDI 得分降至 12，反映出抑郁情绪的明显改善。小明在学校的参与度提高，与同学

的互动更加积极。家长反映小明在家的情绪状态更为稳定，表现出更多兴趣和活力。

8.3  干预措施

针对小明的情况，干预团队制定了一系列个性化的干预措施：

（1）个体心理咨询：每周进行一次，聚焦于焦虑管理和情绪调节技巧；

（2）小组活动：参与以增强社交技能和团队合作为目标的小组活动；

（3）家长指导：与小明的家长合作，提供家庭支持和正面沟通技巧的培训；

（4）校内支持：教师提供学习上的支持和鼓励，帮助小明提高学习动力。

8.4  总结

小明的案例展示了精准干预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通过结合心理咨询、小组活动、家庭参与

和校内支持，小明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一案例强调了综合干预方法在处理学生心理危机

中的重要性，并为类似情况下的干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9  结论

9.1  研究的主要贡献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小学阶段心理危机的精准干预和预警体系建构进行了探讨。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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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强调了个体化和多方位干预的重要性。在实践上通过在三

所小学实施该模式，展示了在现实环境中应用这些理论的可行性和效果。此外，研究还为心理危机预警

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了一些见解和实践经验。

9.2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一些见解和新的发现，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规模和多样性有限，可

能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其次，研究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主要依赖于定量评估，可能未能

全面捕捉到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干预的复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规模，引入更多样化的参与

者，并采用更全面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9.3  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建议学校和教育决策者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并为心理危机的预防和干预

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此外，教育工作者应加强与家庭和社区的合作，共同为学生提供一个支持性和

理解性的环境。对于教师和家长的培训也应被视为预防心理危机的重要环节。

9.4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更多样化和广泛的样本，以加强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同时，研究应考虑引

入更多定性数据，以深入理解学生、教师和家长的经验和感受。此外，探索如何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

背景下有效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和预警体系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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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cise Intervention Model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 Primary Schoo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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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ecise intervention mode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primary school psychological crise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evel and ability to 
cope with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to effectively redu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student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tervention measures, while 
enhancing their social skills and self-regulation skills. Method: A mixed method research design was 
adopted,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six-month interven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on 90 students in three primary schools in Chongqing, using standardized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tools (SCARED and CDI) for scoring and collecting qualitative data through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parents.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clud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group 
activities, family guidance, and school support. Result: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CARED and CDI 
scores of studen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indicating an improvement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The case study “Xiaoming” highlights this trend: after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Xiaoming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emotional management, social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ecise intervention model 
and warning system for psychological crises in primary school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Especially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in students, enhancing their social skills and self-regulation abilitie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stag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Precision intervention mode; Early 
warning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