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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显示： 我国 17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中， 约有

3000 万人深受心理障碍困扰。其中，2020 年中国

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为 24.6%。因此，预防或干预

由心理障碍所引起的心理危机成为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识别和评估中学生心理危机状态时，及时的

家校沟通可以实现家校信息共享，以全面了解学生

心理状况的真实信息和发展状况，调动家庭资源，

从而找到有效预防心理危机发生的途径，帮助学生

应对心理危机。因此，良好的家校沟通是干预过程

中的关键步骤之一。然而，在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实际过程中，家校沟通又是危机干预工作的难点。

本文尝试探讨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家校沟通

的困难和应对技巧。

一、学校层面导致家校沟通的困难及对策

近两年，心理危机干预被纳入“疫情防控”的

工作重点，各学校高度重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同时随着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越发增多，学生心

理危机一旦出现，很多相关教育工作者处于一种高

压力的状态。学校在心理危机预警中与家长沟通工

作中常见的困境如下。

（一）专业度不够

很多学校因为缺乏心理教师或心理教师的应

对能力不足，心理危机预警工作的家校沟通多数由

班主任或德育领导进行。校方应对青少年心理问题

的专业度不够，难于及时给家长提供资源支持，协

同应对困难。针对学校教师专业度不足的情况，校

方应该健全心理危机干预管理机制，优化心理危机

干预程序，普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心理疾病相关知

识，提升教师们对心理危机干预的处理水平。

（二）缺乏情感交流

因为存在发生重大危机事件的隐患，安全管理

的压力较大，校方会选择以规避风险、推卸责任为

出发点，进行程序化会谈：以官方的口吻告知家长

风险，促成《知情同意书》《不自杀协议》等文件的

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家校沟通策略
◎ 廖  倩（广东省阳春市实验中学，阳江  52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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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这样的做法忽视了家长的立场，缺乏情感交

流，容易带来家长的防御，阻碍家校沟通，甚至发

生家校冲突。针对此种情况，教育工作者应始终保

持温暖支持的态度，理解家长的处境，共情家长的

感受，把《不自杀协议》《知情同意书》等改成有温

度的《安全协议》《家校合作同意书》等，打消其不

必要的疑虑，为家校双方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二、家长层面导致家校沟通的困难及对策

由于家长所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修养、家庭

经济状况、对心理问题的认识等高低不一，不尽相

同，我们的家校沟通常常会遭到各种困难，影响心

理危机干预工作。根据家长的不同表现，可以分为

以下类型。

（一）焦虑不安型

此类家长非常担心孩子的心理情况，在家校沟

通过程中，表现为情绪不安，甚至哭泣，过分担忧

或自责，无法理性思考。此类家长多为母亲，一般

自身心理状况不佳或者社会支持系统较弱，应对能

力不足。家长的过分情绪化，严重影响家校沟通的

效率和进程，甚至可能需要学校心理教师为家长进

行心理疏导。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个初一女孩

情绪低落，多次离家出走，某天傍晚坐在教学楼 5

楼栏杆上，被劝下后，紧急约谈家长。女孩母亲进

入访谈室后就开始抽泣：“丈夫出轨不顾家，女儿经

常出状况，还有一个小弟弟需要照顾。对女儿的这

种情况表示无能为力，不知如何是好。”不难看出，

母亲非常焦虑，且缺乏能量和外部支持。因此，我

在交谈中肯定其付出，不断挖掘资源，发现她某次

温和而坚定地说服女儿运动后，及时运用赞美技术，

提升母亲的能量感。此外，校方还及时邀请孩子的

舅舅到场。理智的舅舅的力量也影响着母亲，让她

看到了身边的资源，最后家校沟通得以顺利进行。

因此，与焦虑不安缺乏能量的家长进行危机干

预沟通中，可以考虑先提升家长的胜任力，让家长

看到自身的资源，也可以请求另外的家庭成员到场

协助。

（二）否认回避型

此类家长在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后，会否认

孩子的心理问题，表示“孩子在家不会这样的。”我

曾经遇到一个初二女生情绪低落持续半年，频繁自

残，写作中经常出现描述死亡或杀人的情景，甚至

感觉“有另外一个人操控自己”。班主任在和家长

沟通时，家长却表示“她不会死，她就是作，想别

人关注到她。”我与家长长谈后，发现家长否认回

避的原因：一方面，家长在育儿方面有巨大的挫败

感，为了消除这份挫败感和无能感，内心的自我保

护机制开始进行不合理归因：“她不是想死，而是

在威胁我以满足她的要求。”另一方面，认为学校

推卸责任，使孩子因为心理问题无法正常上学或面

临需要家长陪读或休学等。再有一方面是对心理问

题存在认识误区，家长曾说：“我宁愿孩子得了癌症，

也不愿意让她套上有精神病的帽子。”由此看出，

家长对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有强烈的“病耻感”。

对于否认回避型的家长，我们一定要深入了解

家长否认回避的原因，展现合作的姿态，消除家长

的顾虑，科普心理疾病，消除“病耻感”。

（三）质疑挑刺型

此类家长一般对学校不太信任，或者之前对学

校的教育方法有意见。在家校沟通过程中，家长会

把焦点放在孩子心理问题的原因上，会把责任全部

归结于学校环境或教育方法。此类家长在家校沟通

中就像一个刺猬，随时随地准备反击。如果心理教

师界限不清，就非常容易导致沟通出现僵局，削弱

家校合作的可能性。我也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初

三男生拒绝回校两个月，在家拒绝与人交流，父母

非常担心影响中考。家校沟通时，父亲经常说：“如

果不是语文老师当众批评他，他就不会受这样的刺

激。”这时，我及时控制谈话方向：“原因我们无从

猜测。现阶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孩

子更快地回归学校。”从而引导家长把话题的焦点

放在解决问题上。

因此，遇到质疑学校的家长，访谈的教师要边

界清晰，保持中立，聚焦于寻求解决之道上。

（四）担忧顾虑型

此类家长在交谈中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担忧，

如心理疾病的就医及康复问题、疾病的花费问题、

孩子的学业问题、康复后的复学问题等。此时，心

理教师或其他教育工作者共情家长的担忧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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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其疑惑提供专业的解答，提供科学的危机应对

策略和方案，让家长明确及时就医或接受专业系统

的心理咨询的必要性，让家长明白孩子良好的身心

状态才是学业的前提，并制定可行性的复学方案，

减轻家长的顾虑。

当然，在实际心理危机预警工作中，家长的表

现类型更多可能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混合的，或

者根据家校沟通的进展情况，家长的类型也会不断

变换。因此，家校沟通时，相关教育工作者要做到

“有备而来”：充分了解学生心理状况或相关的专业

知识，提高家长的信服度；通过班主任或学生本人

了解家长情况，根据家长的类型来灵活变换沟通策

略；提前准备两套或两套以上可行性方案，利于随

机应变或供家长选择。

三、焦点解决短期疗法启示下的家校沟通

策略

焦点解决短期疗法看重家长的能力，强调与家

长正向合作、同心协力，是家校协同建构解决之道

的一个赋能模式。

（一）从“原因焦点”转换到“解决焦点”

在教育行业流行这样一句话“问题孩子背后都

有一对问题家长。”这一论调使得很多教师在发现

学生问题时，把焦点放在找家长的错误上，试图分

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家庭原因。但在危机干预沟通中，

家长本来就处于应激的状态，往往会错误感知为校

方在推卸责任，从而产生抵触心理，影响家校合作

的促成。另外，焦点解决短期疗法认为：“事出未必

有因，聚焦于未来解决之道的探索比探索过去更可

提升能量。”因此，在家校沟通中，我们应聚焦于未

来解决策略的探索，提供给家长一些行之有效的教

育方案，有利于家长、学生树立解决问题的信心。

（二）外化问题，建立利益共同体

焦点解决短期疗法认为“当事人不等于他们

的问题；当事人是当事人，问题是问题”。外化问

题是指将那些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当作外界

存在，而不是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和人格特质。使用

外化技术后，学生和问题不再混为一体，家庭、学

校、学生三方转变成以当前面临的心理问题为靶点

的利益共同体，这样做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从问题

中抽离出来，停止将自己视为失败者或失败父母，

减少家、校、学生相互指责和埋怨，协助家庭取得

对生活的控制感。

（三）运用积极语言，为家长赋能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家长普遍比较焦虑，此

时心理教师可运用一般化的态度，同理共情家长当

下的处境：“收到学校的通知，多数家长都觉得担

心啊！”在沟通中，可以多使用“我们”“一起”“共

同”等词汇，来表达家校合作的意愿。同时要注意

不与家长辩论或处于对立、教导的角色，应先接纳

家长的观点，然后拓宽其思维，及时捕捉家长诉说

中有关正向资源优势及例外的成功经验，运用赞美

技术，促使家长看到自己的能力与可用资源，从而

唤起家长力量。比如我们可以说：“是啊，你经常

和孩子聊天谈心，而且在孩子情绪压抑时候，会邀

请孩子一起去散步。”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应

对问话”，如“在应对多方压力时候，是什么让你

们能够这样继续帮着孩子？”询问家长是如何在困

境中一直努力扮演好为人父母的角色或没有放弃

孩子，从而辨认出他们心中想要孩子更好的力量，

树立家庭应对心理问题的信心。

四、结语

家校沟通是做好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重

要环节和必要手段，也是工作难点。我们既要从学

校安全的角度出发，又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充分考

虑学生的特殊需求和成长发展，提出可行性的解决

方案，让家长信任学校，充分发挥家校合力，整合

积极因素，建立良好的家校沟通机制，筑起保障学

生心理安全的家校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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