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桂工程院学字〔2023〕22 号

关于印发《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四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网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广西工程职业学院四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格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2023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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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四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等学

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教党〔2018〕41 号）

文件精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8 年修正）

的具体要求，根据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建立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体系

第二条 建立学校、二级学院、班级、宿舍的四级心理危机

预防干预系统。实现点、线、面不同层次的结合，以群体预防

为主，结合高危群体的预警识别、评估、干预，达到及早预防、

及时排查、有效疏导、快速干预的目的。

第三条 明确不同层面的具体工作和职责

一级：主要是指学校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咨询室，负责

指导各二级学院开展各项心理工作，以普及性教育和预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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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等，采取有效措施对危机学生进行疏导，

为快速干预做好基础工作并争取宝贵时间。

三级：以班级为单位，由各班心理委员负责广泛联系班内

同学，及时排查，发现同学有明显的心理异常或紧急突发情况

及时向辅导员汇报。

四级：以宿舍为单位，寝室心理安全员要协助辅导员做好

学生的日常心理关注和帮扶工作，及时向辅导员报告预警学生

信息。

第三章开展心理危机排查工作

第四条 通过心理危机排查掌握存在心理危机倾向与处于

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心理危机一般指对象存在具有影响生活

事件，情绪剧烈波动或认知、躯体或行为方面有较大改变，且

用平常解决问题的方法暂时不能应对或无法应对眼前的危机。

通过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体系在新生入学适应期、岗位实习

期、开学初等重要时间节点进行摸底排查，排查中需要将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1.受疫情影响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如家庭发生

重大变故、遭遇性危机、受到意外刺激的学生。

2.患有严重心理疾病，如患有抑郁症、恐怖症、强迫症、

焦虑症、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等疾病的学生。

3.既往有自杀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自杀者的学生。

4.个人感情受挫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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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际关系失调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6.性格过于内向、孤僻、缺乏社会支持的学生。

7.严重环境适应不良导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8.家境贫困、经济负担重、深感自卑的学生。

9.由于身边的同学出现个体危机状况而受到影响，产生恐

慌、担心、焦虑、困扰的学生。

10.其他有情绪困扰、行为异常的学生。

第五条 尤其要关注上述多种特征并存的学生，其危险程度

更大，应作为重点干预的对象。

第六条 各二级学院对排查出的重点群体学生进行评估分

类，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严重程度，将学生心理状态分为一

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和疑似精神障碍。对一般心理问题

者，建议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干部积极关注；对严重心理问

题者，建议辅导员、班主任重点关注并推荐到学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寻求心理咨询帮助；对疑似精神障碍者和

可能存在致命性（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心理危机危险的

学生，要列入学校危机预防干预库，启动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

第四章 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第七条 根据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或事件严重程度，可将心

理危机干预分为四个等级：一是对正在发生的致命性心理危机

事件的干预；二是对有潜在致命性风险的学生的干预；三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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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精神障碍症状表现的学生的干预；四是对出现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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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性帮助。一旦发现此类学生，应上报相关责任人。由

相关责任人组织专家进行初步评估和判断，对问题严重的，要

通知家长尽快到校护送学生到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根据医生诊

断结果和建议，若需休学治疗者，配合家长积极办理休学手续，

若可边治疗边学习者，则应与家长签订书面协议后最好由家长

陪伴学习；对接受诊治的学生，要对其学习、生活予以指导，

帮助其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对其心理健康情况进行追踪，督

促其坚持治疗。

第十一条 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的干预。出现心理问题的

学生，是指因为学业、家庭、人际、应激事件等现实问题引起

心理困扰的学生。应对此类学生的方法是提供常规性的心理咨

询等帮助，助其走出心理困境。一旦发现此类学生，应积极、

主动关心，了解其面临的困难，尽可能地帮助其减压、减负，

并鼓励其去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寻求专业的心

理帮助。

第五章 危机后的干预工作

第十二条 发生致命性危机事件后，学校要及时对受危机影

响较大的人群进行情绪疏导或心理辅导。要安排专业教师对亡

者的同学、室友及其他亲密同伴开展必要的哀伤辅导，以避免

对该事件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学校要把危机转化为学生成长

的契机，开展针对性的生命教育。

第十三条 因精神障碍等原因而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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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办理外，还应向学校提供二级以上相关专

业医疗机构出具的康复证明。后续需定期诊治或持续服药者，

应要求家长书面保证当事学生能定期到二级以上相关专业医疗

机构进行诊治或遵医嘱坚持服药，并定期将诊治和服药情况主

动向辅导员或相关责任教师报告。

第十四条 学校要妥善安排因精神障碍等原因休学的学生

的学习、生活，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教育其他

学生不能歧视、排斥当事学生，避免产生冲突。相关负责人要

定期与学生进行谈心谈话，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帮助他

们完善性格，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第十五条 相关工作小组在处理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后，要在

专业人员的参与下，及时对危机个案进行全面、深入地剖析，

总结处理本次危机事件的经验教训，并就如何防范类似事件的

再次发生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要做好相关资料（包括录音、

录像、照片、截图、谈话记录等）的收集与证据保留工作，以

应对家长、媒体和社会的询问、质疑、报道，避免不必要的纠

纷。

第六章 心理危机干预预防教育

第十六条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立足教育，重在预

防。教师应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引导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生

命，善待人生；应对学生进行自我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自我，愉快接纳自我，积极发展自我，树立自信，消除自卑；



— 7—

应对学生进行危机应对教育，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心理危机，什

么情况下会出现心理危机，哪些言行是自杀的前兆，对出现自

杀前兆的同学如何进行帮助和干预。

第十七条 各二级学院应在学生中大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引导学生树立现代健康观念；应针对学生中广泛存在的环境适

应问题、情绪管理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恋爱与性的问题、学

习方法问题等开展教育，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氛围；应通过举

办主题鲜明的特色班会或团会，帮助学生优化个性心理品质，

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第七章 工作制度

第十八条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

程，是一项长期任务，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应建立以下四项

制度：

（一）培训制度。学校应对从事心理辅导的老师、全体学

生专职干部、辅导员、班主任、班级心理委员和寝室心理安全

员实行定期培训。

（二）备案制度。学生自杀事故发生后（含已遂和未遂），

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在事故处理后应将该生的详细材料（包括遗

书、日记、信件的复印件）提供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备案。学生因心理问题需退学、休学、转学、复学的，学

生所在学院亦将其详细材料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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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制度。学生因心理疾病需退学、休学、复学的，

其病情应经精神科医生鉴定。

（四）保密制度。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人员应对工作中所

涉及对象的信息严格保密。

第八章 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全校各部门尤其是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应服从指挥，统一行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因自己的失职造成学生生命损失的，要对部门或个人实行责

任追究。

1.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需要某些部门协助而部门负责人不

服从指挥的；

2.参与危机干预事故处理部门，在接到学生心理危机事故

报案后，拖延时间不能及时赶到现场，或在现场不配合、不服

从统一指挥而延误时机的；

3.各二级学院对学生心理危机不闻不问，或知情不报，或

不及时，上报，或执行学院危机干预方案不力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广西工程职业学

院四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管理办法》（桂工程院学工字

〔2013〕17 号）同时废止，其他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

规定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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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2.心理健康普查结果反馈书

3.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登记表

4.心理高危学生干预记录表

5.心理评估访谈记录表

6.心理评估综合反馈表

7.心理高危学生多方会谈记录表

8.关于某某同学复学会谈评估内容的告知书（参考

模板）

9.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告知书

10.不自我伤害契约书

11.安全责任承诺书

12.学生心理问题转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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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个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院（系） 班 级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兴趣特长

学习情况

健康状况 □很好；□良好；□普通；□较差；□很差。若差请具体描述：

过往病史
□无；□脑炎；□癫痫；□心脏病；□哮喘；□过敏症；□肺结核；□小儿麻痹；

□其他：      

家庭情况

家庭成员

称谓 姓名 年龄 职业 联系方式
你对他（她）的喜爱程度

喜爱 较喜爱 无所谓 不喜爱

父母关系 □ 1. 和睦； □ 2. 不和； □ 3. 分居；  □ 4. 离异。

家庭气氛 □ 1. 和谐； □2. 普通； □ 3. 欠和谐； □ 4. 沉闷； □ 5. 其他：       

    学习经历

起止时间 在何校学习 担任职务
对当时所处集体的喜爱程度

喜欢 较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不喜欢

重大生活事件

序号 时间 事件 事件经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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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心理健康普查结果反馈书

：

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于 年 月 日 — 月

日对我校 2021 级学生开展了心理健康普查工作，现就普查情况汇报如下。

【测试介绍】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

该测试的目的是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到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

睡眠等多种角度，评定一个人是否有某种心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如何。如果总分超过

160 分则表明该被试可能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该量表仅仅根据最近一周的感觉，其结

果只表明短期内的心理健康状态，如果能给予重视和正向关注，则相对容易进行调整。

【测试结果】

学院 共有 名学生参加测试，有效测试为 份。

【处理建议】

1.请辅导员/班主任对这些心理预警预备名单中的学生多加积极关注和肯定鼓励。

2.结合学生平时表现，将需要重点关注对象的基本情况填入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登记

表中，并及时上报给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3.个别学生如有需要，可推荐其做心理咨询。

4.本次测试结果仅供参考，不能作为心理问题诊断的依据，请辅导员/班主任注意

对学生保密。

学生心理预警预备名单（共 73 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SCL-90 总分≥160 SCL-90 因子分≥2

1 202020 陈 XX 男 18 城轨 3 199 躯体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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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登记表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院（部） 班级 辅导员/班主任

学生联系电话 家长姓名 家长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学习情况 特优（ ）优秀（ ）良好（ ）合格（ ）待合格（ ）

身体状况 健康（ ） 疾病：

主要表现 该生是否存在下列症状，若有请在该选项括号中打“✔”。

（一）严重心理危机需平时重点关注与筛查

（  ）1. 经常无故请假（如请假超过一周又无可信的请假缘由）；

（  ）2. 原生家庭解体（父母分居、离异或去世等）；

（  ）3. 情绪容易暴躁、发怒、易激惹；

（  ）4. 情绪长期低落压抑，有强烈焦虑、恐慌、紧张，或罪恶感和自责情绪明显；

（  ）5. 曾经有过较严重的打架斗殴、伤害他人的行为；

（  ）6. 性格极度内向，孤僻缺少朋友，同伴关系淡漠；

（  ）7. 亲子关系恶劣或冷漠，经常发生亲子冲突，社会支持系统长期缺乏或丧失；

（  ）8. 经常会出现无缘由地、较严重的睡眠问题；

（  ）9. 幼年经历过较为严重的创伤（如受家暴、性侵）或有长期寄养经历；

（  ）10. 近期存在诸如家庭变故、学业受挫、人际冲突、躯体疾病等重大应激事件；

（  ）11. 其他：  

【处理建议】学校给予重点关注，应马上报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进行备案，并及时联系其家长到校，

告知其学生的心理状态及风险，必要时建议接受专业机构诊断和治疗。学校、二级学院、班级、宿舍四级跟踪关注

并提供心理支持。辅导员/班主任应做好此类学生的跟踪辅导工作，心理教师应与学生保持密切联系，提供相关的辅

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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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心理危机：需紧急心理危机评估与干预

（  ）1.情绪突然明显异常者，如特别烦躁、焦虑，无法控制冲动，情绪异常低落或突然从低落变为平静；

（  ）2.曾经有过自残行为、自杀企图甚至自杀行为；

（  ）3.近来，突然对宗教、哲学、死亡话题产生浓厚兴趣；

（  ）4.突然避开同学、老师或亲人；拒绝和人沟通，做出抽烟、酗酒等反常的事；

（  ）5.不明原因突然向同学、朋友或家人赠送礼物、请客、赔礼道歉、述说告别的话语等，行为明显改变；

（  ）6.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学生（如患有抑郁症、恐怖症、强迫症、焦虑症等）或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已确诊的

学生；

（  ）7.其他：  

【处理建议】如果该生出现此类情况之一，须马上约谈学生并上报学校学生工作处和上级有关部门。学校应安全转移，

确保该生人身安全并立即采取措施，通知家长将该生送至专业精神卫生机构治疗。

干预措施 根据观察调查，视情况对其心理危机是否做过以下干预，可多选

1. 是否已经密切观察该生的异常情况：    是（ ）   否（ ）

2. 是否已建议家长带孩子定期做进一步的医学心理治疗：    是（ ）   否（ ）

3. 辅导员/班主任采取的措施：

（1）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

（2）已与家长取得联系，并已告知学生的具体情况（    ）

（3）经常与该生交流（    ）

（4）组织班干部和同伴密切支持帮助（    ）

（5）已告知任课老师该生情况（  ）

其他措施： 

补充说明:附上图片、文字记录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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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心理高危学生干预记录表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院（系） 班级 辅导员/班主任

学生联系电话 家长姓名 家长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学生主要心理症状

心理评估结论

干预过程记录

包括原因分析与具体的干预措施，可附页。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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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心理评估访谈记录表

姓名   性别    院（部）    

班级     辅导员/班主任      

访谈日期：    年    月    日    时   分—     时  分   
第一部分：具体事件、实时心情 初步判断

a1

* 你最近两周的心情怎么样？

记录：

了解学生对当前状态的【认知

和情感】

他 / 她的情感

①没烦恼

②有点烦恼

③烦恼、无法自拔

a2

* 如果有烦恼，你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已经持续多久了？ 是否已经严重

影响了自 己的学习、生活？

记录：

他 / 她认为事情严重程度

①不严重

②比较不严重

③有点严重

④比较严重

⑤很严重

第二部分：一般状态 初步判断

b1

* 你觉得你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怎样的，未来是否有希望？有些什么打算？

记录：

他 / 她【希望感】

①充满希望

②有希望

③一般

④没希望

⑤令人绝望

b2

* 最近一个月，你有疲劳感吗？有些什么表现？

记录：

他 / 她【疲劳感】

①没有

②有时有点

③一般

④一半以上

⑤总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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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 最近一个月，你的睡眠怎么样？（例如：很好、睡眠不足、入睡困难、醒

得太早容易被惊醒、经常失眠、几天没有睡着了）

记录：

他 / 她【睡眠】

①好

②一般

③不好

b4

* 最近一个月，你觉得学习、作业或者生活方面压力如何？

记录：

他 / 她【压力】

①小、很轻松

②一般

③大、受不了

第三部分：感知与应对方式 初步判断

c1

* 人们往往会议论别人，也会被人议论，当你受到旁人（或者同学、朋友、

老师、父母等）对你的评判时，心里会怎么想？是否会很不安？能否谈一谈

你想到的这个事情及当时的感受？

记录：

他 / 她对事件的【敏感性】

①不敏感

②一般

③非常敏感

c2

* 人总有不顺心的时候。当你不如意、郁闷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 曾经有过以下行为吗？（例如：曾经想要大哭、大声喊叫、 砸东西、经

常坐立不安、想报复（伤害别人）、离家出走，或者死了算了）

记录：

【冲动性】的应对方式

①不冲动

②一般

③非常冲动

c3

*在电视、网络上看到自杀事件时，你认为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录：

他 / 她对于【自杀的态度】

①排斥

②有点排斥

③矛盾

④有点接受

⑤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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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 你曾经想到过自杀这件事吗？

记录：

他 / 她是否有过【自杀意念】

①从来没有

②曾经有过

③一直都有

c5

* 你曾经想过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吗？（如有，请详细询问）

记录：

他 / 她的【自杀计划与行为】

程度

①弱

②中

③强

第四部分：支持系统 初步判断

d1

* 你家里的氛围一般是怎么样的？如不舒服，能否谈一谈具体情况？

记录：

他 / 她的【家庭支持】 是否

充足

①少

②较少

③一般

④较多

⑤多

d2

* 你有好朋友吗？这些朋友是否亲密、要好？

记录：

他 / 她的【 朋友支持】是否

充足

①少

②较少

③一般

④较多

⑤多

d3

* 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时，你会主动寻求帮助吗？能否详细举例？

记录：

有困难时，他 / 她主观【感受

到的人际支持】

①少

②较少

③一般

④较多

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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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心理评估综合反馈表
姓名 性别 院（部） 班级

父母婚姻状

况

亲子关系 □亲近亲密 

□冲突争吵 

□冷漠疏远

参与心理评

估人员

填表日期

A.心理测试结果

（记录该生的测试时间、第几次、测试方式、测试预警总分及各因子分情况）

B. 班主任的观察与筛查记录

C.评估访谈结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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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医院就诊结果

（包括医生诊断结果、是否服药和接受心理治疗或咨询情况）

E.其他人员反馈信息

（包括同学、心理委员、室友、宿管、保卫、医务等人员的特殊描述）

预警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预警次数 第（ ）次

注：1. 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等级：一级：即刻干预；二级：及时帮扶；三级：密切关注。

2.此表由心理专（兼）职教师负责填写，并与其他材料一起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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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心理高危学生多方会谈记录表

家长签名： 日期：

注：整场会谈需全程录音，会后所有与会人员的谈话内容需做好详细书面记录，并请家

长在会谈记录上签名，附上图片、文字记录等证明材料，原件备存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中心，可复印于备存于院（部）。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

院（部） 班级

参与会谈

人员

会谈地点 会谈方式

会谈缘由

家

校

沟

通

内

容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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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关于某某同学复学会谈评估内容的告知书（参考模板）

学生某某，女，原大一某班学生，因严重心理问题休学近 10个月。现

主动提出复学申请，并提供二级以上相关专业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书

和心理测试结果。

证明书：

“患者因心情差半年，在我科诊断抑郁症，目前情绪评估尚平稳，建

议试复学，定期就诊及心理咨询。”

心理测试数据结果：

90 项症状清单的测试结果

人际关系：性格内向、敏感，不愿与陌生人交流。

敌对：感到别人不是真心相待，警惕性高，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偶尔

发脾气。

偏执：性格固执，有怀疑心，无法相信别人。

根据我校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流程条例，所有因心理危机休学、

请假，而后复学的学生，必须出示专业医疗机构的测量结果、医生康复证

明并由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实施复学会谈评估工作。学校进行

复学会谈评估，目的是了解该生休学期间的生活与就医情况，以及复学后

该生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需要提供的帮助。

复学会谈评估如下：

一般观察：较之前身体发胖、目光回避、少言语、音量低、思维缓慢、

偶尔走神发呆。

情绪状况：心境低落，有敌对情绪。

认知状况：消极，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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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状态：脑子经常有空白，夜里清醒，白天迷糊，思维缓慢。

行为方面：行动缓慢，易冲动，寻刺激感，需预防自我伤害行为。

人际方面：父母就近陪读，新班级里没有熟悉的同学。

就医情况：转过多家医疗机构（南宁第五医院等）；有“焦虑型抑郁

症”“恶劣心境障碍”“抑郁症”等多种诊断；服用过舍曲林和其他药物，

服药副作用不明显，至今服药中，由父母监督用药。

会谈结束时，与该生商讨保密事项，该生表示会谈评估内容可以向校

方公开。

结论：该生学习动机不足，学习精神状态不佳，对困难预估不足，无

应对措

施，对环境保持一定警觉和戒心，不易接受周围人的帮助，有寻求刺激而

不顾自身安全的冲动。

建议：遵照医嘱，定期就诊及心理咨询；家长负责温暖、友好、宽松

的家庭氛围，监督按时服药及避免自我伤害性行为，维护生命安全；学校

提供正常教学秩序，监管好安全措施；辅导员、班主任营造安全、接纳的

班级氛围，及时关注、关心学生学习、情绪、行为等，若有异常及时上报，

做好与家长、学校的及时沟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在该生症

状稳定并自愿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心理咨询服务，做好心理动态跟踪，

及时记录备案。

学生家长：

领导小组组长：

二级学院学务副院长：

辅导员（班主任）：

心理健康教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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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告知书

尊敬的家长：

您好！经了解，您的孩子 同学（年级 班级

学号 ）在就学期间，因发现其有

行为。（需要记录其认知、情绪、行为、意志等精神

状况）

学校已启动心理干预的四级预防系统（学生陪同、教师关注、辅导老

师疏导、学校通知监护人），在本阶段尽到了相应的监管职责在该生未消

除自杀（抑郁、躁狂等）意念及行为企图前，如果该生坚持在学校继续学

习其风险程度会升高。本着对学生生命负责的态度建议监护人应陪同该生

前往 （医院） 或者综合医院心理科做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

看其是否适合继续学业。专业医院的评估对于学校后续给该生提供有针对

性的教育环境至关重要，敬请家长重视该生的心理问题及时就医，并在就

医后向学校心理老师反馈结果。如您有就医或转介至社会专业心理咨询机

构获得建议的需求，学校会给予相应的建议。感谢您对学校工作的理解，

如诊断后有抑郁状态等类似评估，为保障学生安全，不建议留校住宿。

监护人意见：

监护人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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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立约人留存

安全责任承诺书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您好！我是贵校 年级 班级 同学的家

长。由于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学校已对他 / 她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辅导，

后转介给校外心理专科医生，经医院诊断为 ，医

生建议复诊，持续服药，家长陪伴并接受心理治疗。孩子目前的情况不适

宜继续留校学习，学校强烈建议孩子暂停学业，由家长陪同监护，并定期

带其接受心理治疗，辅以药物治疗，直至康复。

经一家人商量，孩子和我们仍然希望继续留校正常学习。现特作如下

承诺：

一、每周与班主任沟通孩子的心理状况，定时复诊，家长负责其个人安

全。

二、退出学校住宿，家长陪读并照顾孩子生活起居，每天负责上下学接

送。

三、若孩子在校学习期间出现较大情绪及行为波动，家长立即到校接回

并继续治疗直至状态稳定。

四、在此期间，如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家长愿意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上述承诺，承诺人将严格守约。

希望贵校予以批准，谢谢！

家长签名（监护人）：

家长联系电话：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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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学生心理问题转介信

转介对象 性 别 年 龄

院（系） 班 级

监护人
监护人

联系方式

时 间

主诉问题

老师反映

家长反映



— 27 —

转介缘由（分析评估）

转介医院

学校：

心理健康教师：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