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12024 年第 6 卷第 02 期 育人不倦

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及干预机制研究
——以阅读疗法为例

李明伟　王　爱

（江苏海洋大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本研究经由对阅读疗法所面临时代机遇的剖析、疗愈流程以及伦理层面的思索，推导出阅读疗法作为一种具备独特优势与潜

力的心理治疗方式，在未来将会迎来更为宽广的发展天地。借由技术融合、个性化定制、跨学科协作以及社会认知的提升与推广等诸多

方面的不懈努力，阅读疗法有望成为现代心理健康领域中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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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大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业、生活、情感、就业等

多方面的压力，心理危机问题愈发严重。据相关数据显示，患有

多种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的大学生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北京

16 所高校的调查报告反映，因精神病而休学、退学的人数占休学、

退学总人数的 39.7% 和 64.4% 。对大学生实施有效的心理健康教

育与疏导，对于高校人才培养以及社会和谐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干预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仍存在干预力

度不足、专业人才短缺、干预手段单一等问题。而阅读疗法作为

获取人类心理和行为生理知识的一种新兴的干预方式，具有灵活、

随意、易被接受等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对自身及群体的

认知，于潜移默化中让受治者得以控制自己情绪的宣泄 。

一、阅读疗法面临的时代发展机遇

（一）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高度契合

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不仅关注

身体健康，也重视心理健康。阅读疗法作为一种辅助心理治疗的

方法，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非药物的心理调适途径，与健康中国

战略的目标相契合。同时，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政府和社

会各界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为阅读疗法的发展提供

了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二）与医学模式转型理念互相吻合

传统的医学模式以疾病为中心，注重生物医学因素对健康的

影响。而现代医学模式强调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认为心

理和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康复中起着重要作用。阅读

疗法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等方式，能够帮助人们调节情绪、缓解压力、

增强心理韧性，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要求。同时医学模式的转变

转型促使医务人员更加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为阅读疗法在医疗

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契机。

（三）与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密切契合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以及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所面临的压

力愈发增大，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显著。阅读疗法作为一种成本

低廉、操作简便且无副作用的心理治疗方式，能够契合人们对于

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旺盛态势同样吸引了

更多专业人士对阅读疗法予以关注和研究，为其发展提供了智力

支撑。

（四）为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拓宽途径

目前，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的主流业务之一。全民阅读活动

的广泛推行，促使图书馆成为人们进行阅读的关键场所。图书馆

能够充分借助自身的资源优势，开展阅读疗法服务，为读者提供

具有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同时也为阅读疗法的推广与普及提供了

宽广的平台以及庞大的受众基础。

二、阅读疗愈思路和流程

（一）书籍选择

1. 书籍选择与症状对应

在对大学生心理问题进行阅读疗愈时，需要精心设计精准阅

读疗法方案，针对不同的心理情况选择对应的疗愈书籍。

（1）焦虑、压力问题：可以选择一些能帮助放松心情、缓解

压力的书籍，如自然文学、心灵鸡汤类书籍。例如《瓦尔登湖》，

书中对自然的细腻描写能让人心灵宁静；《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

以温暖的文字给予人力量；《正念的奇迹》，引导当事人学习正

念技巧，减轻焦 虑感；《一平方米的静心》，提供在忙碌生活中

寻找内心平静的方法。

（2）抑郁情绪：推荐充满希望和正能量的书籍，像《活着》，

让读者看到主人公在极端困境中依然顽强生存，从而激发自身的

勇气；励志传记类书籍如《苏东坡传》，展现苏东坡在坎坷人生

中的豁达与乐观；《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激励当事人积极面对

生活；《岛上书店》，以温暖的故事传递爱与希望。

（3）人际关系问题：有关沟通技巧、人际交往的书籍，如《非

暴力沟通》，教导人们如何有效地表达自己和理解他人，改善人

际关系；《人性的弱点》，提供人际交往的实用建议。

2. 书籍选择与兴趣相符 

（1）倘若钟情于小说，可推荐情节扣人心弦且具备一定心理

启发意义的小说，例如《追风筝的人》，借由讲述主人公的成长历程，

引发对友谊、背叛以及救赎的深度思考。

（2）针对喜爱诗歌的读者，像泰戈尔的《飞鸟集》，其简洁

却富有哲理的诗句能够给予人心灵的慰藉与启迪。

（3）若当事人喜好历史，能够推荐历史题材的书籍，诸如《明

朝那些事儿》，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满足其兴趣，又可从中获取人

生启示。

（4）对于热爱运动的人士，可选取与体育精神相关的书籍，

比如《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透过书中对于跑步的感悟，激

发当事人的积极心态。

（二）阅读指导

1. 制定阅读计划

（1）依据读者的时间以及心理状况，拟定个性化阅读计划。

比如，结合学校的课程安排与假期时段，提议每周阅读特定的章节，

确保阅读既不干扰正常学习又有持续的阅读内容输入。

（2）把阅读计划划分成若干阶段，每个阶段设定具体的阅读

目标与时间节点，以此保障阅读的连贯性和进度。

2. 阅读方法引导

（1）教导读者深度阅读，如批注、写读后感等。批注可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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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书中的内容，与作者进行对话；写读后感有

助于读者整理思绪，将阅读的感悟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成长。

（2）推荐阅读技巧，如快速阅读、精读等。对于一些篇幅较

长的书籍，可以先进行快速阅读了解大致内容，再选择重点章节

进行精读。

（3）鼓励当事人在阅读过程中与书中的内容进行互动，将自

己的经历和感受与书中的故事相结合，从而获得更深刻的感悟。

（四）效果评估

1. 读者反馈

（1）定期收集读者的反馈意见，了解他们对阅读疗法的感受

和效果。可以通过问卷调查、面谈等方式进行收集。

（2）根据读者的反馈，及时调整阅读疗法的实施方法和书籍

选择，提高阅读疗法的效果。

（3）进行在阅读疗法实施前后，对读者进行心理测评，以客

观地评估阅读疗法的效果。

（4）根据心理测评的结果，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的心理支持和

建议。

三、阅读疗愈的伦理思考

（一）权益保护方面

1. 隐私保护

阅读疗法可能会涉及患者的个人心理问题和隐私。例如，在

治疗过程中，患者可能会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

一些私密的情感创伤，如童年时期遭受的虐待、严重的心理疾病

病史等。如果这些信息被不当泄露，会对患者造成极大的伤害。

就像在心理咨询中一样，阅读疗法也应该建立在严格的保密原则

之上，确保患者的隐私信息不会被随意传播。

2. 自主选择权

患者拥有自主选择是否参与阅读疗法以及挑选适合自身阅读

材料的权利。强迫患者阅读特定书籍或许会引发患者的反感，乃

至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例如，对于一位存在宗教信仰冲突的患

者，若强行要求他们阅读与自身信仰相悖的书籍来进行所谓的 “治

疗”，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严重违背了患者的自主意愿。

在阅读疗法中，我们也应尊重患者的这种自主权利，让他们在治

疗过程中有足够的自主空间，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来选择适合

的阅读方式和材料，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阅读疗法的积极作用，

促进患者的心理康复。

（二）科学治疗方面

1. 避免虚假宣传

在阅读疗法领域，务必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其效果。倘若在制

定方案时夸大阅读疗法的功效，例如宣称某种阅读疗法能够 “根

治” 抑郁症或其他严重的心理疾病，这是不符合伦理规范的。我

们对待阅读疗法的效果也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虽然阅读疗法

对心理调节有一定的助力，但它并非无所不能，对于严重的心理

障碍往往需要联合药物治疗以及专业的心理治疗。所以，我们在

推广和应用阅读疗法时，要客观、准确地传达其作用和局限性，

让患者能够做出明智的治疗选择。

2. 确保教材适用性

要确保阅读材料内容的准确性与适用性。提供错误信息或者

不适宜患者心理状况及阅读能力的书籍是不妥当的。例如，为一

位文化程度较低、识字有限的患者提供深奥晦涩的心理学专业书

籍，不但难以取得治疗成效，还可能致使患者产生挫败感，从而

对阅读疗法丧失信心。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培养教育人和种

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

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 阅读疗法也应如此，要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书籍。同时，材料内容应当是经过

科学验证的，不可传播迷信、有害的观念，要确保为患者提供积极、

健康且科学的阅读内容，以促进阅读疗法的有效实施。

（三）从业责任方面

1. 专业能力要求

阅读疗法的实施者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如果没有经

过适当的培训，就随意开展阅读疗法是对患者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个没有心理学知识背景的人，无法准确判断患者的心理状态，

不能合理地选择阅读材料来匹配患者，可能会因为不恰当的引导

而对患者造成伤害。

2. 利益冲突规避

（1）避免商业利益影响。要确保所推荐的书籍并非源于商业

利益，而是切实基于对当事人心理需求的需要。不能因与某些出

版社或书商存在合作关系就过度推荐特定的书籍。同时，实施者

应当保持客观中立，将当事人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2）个人利益与职业责任平衡。实施者需清晰地区分个人利

益与职业责任。不可因个人的喜好、偏见或者其他私人缘由而干

扰书籍的挑选以及方案的拟定。时刻铭记自身的专业角色，全力

为当事人提供最为有效的阅读疗法服务，而非满足个人的需求。

3. 自主与权威引导的平衡

（1）不过度引导。虽然实施者在阅读疗法中会进行一定的引

导，但要避免过度引导而限制当事人的自主思考和探索。尊重当

事人对书籍的理解和感悟，不强行灌输特定的观点。给予当事人

足够的空间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让阅读疗法成为一个

自我成长的过程。

（2）适时提供支持。不能完全任由当事人自行去探索，在必

要的时刻要适时地给予支持与引导。当当事人遭遇困惑、受到情

绪的困扰或者陷入困境之时，实施者应当及时地提供专业的建议

以及帮助。寻找到尊重自主和权威引导之间的平衡状态，确保阅

读疗法既可以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又能够在有所需要的时候获

得专业的支持。

四、结果分析

经过阅读疗法施治后，受治对象成效显著。因此，将阅读疗

法作为大学生心理问题治疗方法来推动和认可，图书馆界责无旁

贷。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和多数治疗手段一样，阅读疗法有局

限性和需防范的问题，后续应用要实事求是、心中有数，辩证看

待效果。阅读疗法有独特优势和潜力，未来发展空间广阔。通过

技术融合、个性化定制、跨学科合作及社会认知推广等努力，有

望为更多人带来心理健康福祉，成为现代心理健康领域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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