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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意外身亡的危机处理与生命教育案例分析

董 镕

【摘要】一位大学生在春节前意外身亡，该生心理背景的特殊性、事情发生的时间特殊性及其可能产生的舆论影响，

导致了该案例处理的困难。辅导员把握了关键时间节点，对该事件进行了处理和控制。在此过程中，辅导员始终秉持

生命教育的理念，将危机事件的处理与生命教育相结合，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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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主题

生命教育，即直面生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

育，其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尊重生命、理解生命的

意义，学会积极的生存、健康的生活与独立的发

展，由此获得身心和谐、事业成功、生活幸福，从而

实现自我生命的最大价值。

大学生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树立正确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必经阶段。从心理学角度

来看，大学生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建立的重要阶段，

同时又面临着人际、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环境压

力。在这一阶段，大学生会开始出现对于生命问题

的思考和困惑，同时也较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

响。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本案例即以一个学生意外去世的危机案例为

着手点，及时处理了该危机事件。在事件处理的过

程中，始终秉承着生命教育的理念，将该事件的负

面影响减少，并将其正面教育作用最大化。

二、案例背景

小W，男，20岁，大三学生，来自湖北省，曾在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被诊断为抑郁症。

2017年1月26日（腊月廿九）晚11点左右，我接

到一名学生打来的电话，她从其他人处听说了小W

在家意外去世，但并不确定消息是否准确。我当即

给学生家里打电话，确认了该消息。

三、案例问题事件及解决的难点

（一）去世学生的心理背景
该生在校两年多以来，情绪一直处于一种很

不稳定的状态，经常情绪低落、失控，在此事发生

前，也多次向辅导员求助，并经精神卫生中心诊断

为抑郁症。因此，该生的意外去世到底是真正的意

外，还是自杀，亦或是主动的“意外”？这一点我并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二）家人的反应
若该生真是由于心理问题导致自杀或主动意

外，可能会造成家人对学校的追责。因此需要对其

家人的反应有所预判。

（三）舆论
如果这个消息在确定原因之前就被其他同学

知道，一方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恐慌，另一方面由

于该生周围的同学对其心理状态都有所了解，也许

会对此事造成一定的误解，如认定该生就是自杀身

亡，进而造成同学的负面情绪。

（四）案例发生的时间
该生去世于除夕前一天，给事件的处理带来

了一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及时

公布消息，对于一些同学来说，会影响其过年的情

绪，或是认为此事“不吉利”；二是学生并不在学

校，如果出现一些较为强烈的负面情绪，也无法及

时处理；三是如果不及时公布消息，而消息被同学

提前知道，则有可能会造成对事情原因的误传，或

是产生更大的误解（如，认为“是否学校要控制舆

论而避免事情传出”），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五）同学的情绪
一旦同学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即使没有前面预

期的误解或舆论，也同样会造成情绪上的巨大冲

击，包括对于生命、死亡的一些思考，甚至有可能

会导致一种“示范”作用，使其他一些面临情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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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同学“模仿”这样的方式来逃避问题。

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及效果

第一阶段（1月26日至2月2日）：信息核实、家属

慰问及舆论控制

1、第一时间向分管领导报告此事，并与领导

协商解决方案；

2、与家人保持联系，初步了解死亡原因以及家

人态度；

3、暂时避免消息扩散；

4、寻找一名学生骨干，告知详情，请他帮我关

注同学的动态；

5、赶在学生下葬前赴学生家中，慰问其家属，

并深入了解死亡原因。后了解到该生的去世完全属

于意外，且排除了主动意外的可能性，家人也对学

校的慰问感谢。

第二阶段（2月2日至2月14日）：信息发布与同学

情绪监控

1、经与领导商量，定于2月2日通过各种渠道公

布该生去世的消息，选在这个时间，一是因为已经

过了大年初五，春节已经基本过去；二是因为已经

开始有同学听说此事了，如果再压着不公布，担心

会造成误解。

2、正式公布消息前，与学生骨干进行了沟通，

先确认了一个重点关注名单，主要包括和该生关

系较密切的同学，情绪控制不佳的同学等，待公布

后，重点关注名单上同学的情绪反应。

3、正式公布消息，在消息中明确说明：（1）该

生去世的原因；（2）此前没有及时公布的原因；（3）

该生目前已安葬；（4）开学后会共同来追思；（5）

告知同学如有需要，可以随时找辅导员；（6）提醒

大家照顾好自己。

4、消息公布后，对重点关注对象进行逐一沟

通，给予一定的心理疏导与宣泄，并安排其他同学

对其情绪状态进行持续的关注。

第三阶段（2月14日-2月21日）：哀伤辅导与生命

教育

1、开学初，经与领导协商，并征求了心理咨询

中心的专业意见，由学生为该生组织了一场追思

会，同学自愿参加。

2、追 思会上，安 排每 位同学为 该 生写一段

话，作为一个告别，并将这段话收集起来，送给其

家人。

3、在追思会上，鼓励大家充分表达对该生的

怀念，同时引导大家分享此事的正面意义，以此既

作为哀伤辅导，更作为一种生命教育，让其他同学

能够更加珍爱自己的生命。

4、追思会后，写一篇追思文（同样以正面引导

为核心），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发布。

5、持续关注重点关注对象的情绪状态。

五、效果与评估

（一）时间节点把握较好
几个时间节点的选择较好地控制了事情的走

向。事情公布的时间点既没有给同学带来过于剧烈

的打击，也没有让大家感觉在刻意隐瞒；追思会的

时间点也相对合理，安排在开学初，离案件发生时

间还不算太远，且可以较好地监控追思会后同学

的情绪。

（二）舆论的控制较好
由于该生去世前较为复杂的心理背景，故可

能产生的舆论问题和误解是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方

面。在此事件中，较好地把控了舆论的方向，得益

于：（1）亲自及时地获取了事实；（2）全面清楚地

公布了事实真相；（3）始终关注舆论的导向。在事

后和部分同学的沟通中，也了解到，的确有很多同

学一开始对于该生的死因是存有怀疑的。但是在

处理过程中，我提前对此作出了预判，所以这种猜

测并没有扩散，甚至很多同学都会主动向其他不知

情的人解释事实的真相。

（三）后续的哀伤辅导和生命教育起到了较好

的正面引导效果
通过正面引导，为此事注入了积极的因素，避

免了同学陷入了无限的哀伤之中。在追思会上，很

多同学在分享时的内容都是积极的，如，“小W生前

面对很多的痛苦和纠结，然而他并没有主动放弃自

己的生命”；“小W生前非常有爱心，做了很多的志

愿服务，我们也应当将这种爱心传递下去”，等等。

这些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除此之外，这件事情对于大部分学生对生命

意义的思考也有了一个较为正面的影响。有不少同

学在事后与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们发现，当死

亡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第一时间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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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笔者将任务目标大而化

小、小而化实，分解成具体可操作的问题项目，旨

在让每一个学生可为，鼓励学生查找资料、实地了

解、实践探究。如问题模块中的“浦东地名系列”，

旨在让学生了解这些地名的起源与变迁及其背后

蕴含的历史文化；“漫话浦东方言”，旨在以方言讲

历史，以方言讲文化；“浦东美食系列”，旨在让学

生了解这些浦东经典美食的起源及制作过程，探寻

浦东饮食文化的独有特点等等。学生通过思考与践

行，进行寻访根文化的实践探究活动，体验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领悟上海民俗文化独有的特点与精

华，激发起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喜爱，增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为拓展学生的综合

素养与人文积淀创造了条件。事后一些学生讲，这

些内容颠覆了思品课在脑海里的乏味印象。也有同

学反映，尽管课上一些内容没有标准答案，但却激

励他们去思考、尝试、探究。这就意味着，教师在

思考问题任务性时，须与学生成长过程的需求相

融合，将思品课作为价值引领的高地，通过分析与

解决问题，使获得知识与技能和形成正确的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有机地融合，发挥其引导学

生形成价值观的功能。

你对思品课感兴趣吗？你喜欢“问题驱动”上

课方式么？连续两年（2016年、2017年）笔者对本

校四个年级初中部分学生的调研显示，经过近年

的思品课的教改，“喜欢”和“比较喜欢”思品课的

学生占85.6%，“很不喜欢”的群体由8.6%下降到

3.2%。调查还显示，教学方法的变革是影响学生是

否喜欢思品课的主要因素。基于这样一种实践与

思考，笔者认为，“问题驱动”学习是落实思品课课

程理念“以学生为本”，体现“行为引导”为导向、

“实践活动”为突破口的重要方法。把握住问题建

构的策略，也就把握住了“问题驱动”的核心，这

有利于让学习内容融入实际、融入社会，有利于培

养学生深度思考、深度学习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这么说，思品

课是不是有效，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而需要更多

关注学生有没有收获和发展，有没有解答学生心头

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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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不知所措的，但是只有真切地面对了死亡，切

实地意识到生命是有限且短暂的，才能真正让他们

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正如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

家欧文·亚隆在其著作《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

惧》一书中所说，“死亡虽是终点，但人生的意义

却不会因此湮灭；死亡虽是宿命，但看待死亡的视

角却可以让人们获得拯救。”

六、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
虽然学生的意外发生无法避免，但可以避免

的是出现这种会产生误解的情况。学生在去世前

的情绪状态，如果辅导员能够一直持续关注，并给

予足够的支持，则可以帮助该生拥有较稳定的情绪

状态，从而在事情发生后，不至于始终担心对其真

正死因的怀疑。

（二）将生命教育融入到日常思政教育中
此次 遇 到的案例的确是一 个较为特 殊的案

例，在日常的思政教育中，一般不会有，且我们也不

希望遇到类似的情况出现。因此，我们的生命教育

不应当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才进行，更应当将生命教

育融入到日常思政教育中去，通过生命教育，既引

发学生思考生命意义，也促进学生自我觉察，进而

有效地提高其在生涯规划、学业动机、心理健康等

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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