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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工作者的行动连续谱 
(James 2008)

危机工作者发
出指令

危机工作者是合作性的
危机工作者不进行

指导

案主僵化木然 案主有一定的行动力 案主有动力行动

阈值因人而异，取决于对案主行动力/僵化程度的实际评估



• 所有案主都处在行动力的连续谱上

• 案主越是僵化木然，危机工作者就必须有越多
的指令

•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与案主合作性的工作

• 为了确定我们和案主沟通时的积极主动的程度，
我们需要有效、现实地评估案主的行动性/僵化
程度。



开放式与封闭式问题
为了对处于危机中的人进行分流，我们需要区分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

• 用于早期获取详细信息，快速
评估

• 要求提供具体信息，通常可以
以是或否来回答

• 价值在于获得行动的承诺
• 避免负面的质问

封闭式问题 开放式问题

• 获得更全面、更有意义的回答
• 请求加以描述
• 聚焦于计划
• 避免“为什么”的问题
• 理想的选择是开放式和封闭式问
题相结合



分流评估的ABC原则 (Myer 2001; James, 2008)



   情感状态 
• 情感状态往往是出现混乱和平
衡被打破的第一个迹象

• 通过帮助案主以适当和现实的
方式表达情感，促进恢复情绪
的平衡

• 关心、有希望和同情的倾听是
核心

使用 1到10 的量表，对情感（A）、行为（B）和认知功能（C）进行评分



   行为功能

• 符合情境的积极主动的参与，
有助于消除无助感

• 帮助案主采取可以立即开展的
积极行动

• 僵化木然的案主可能无法发起
独立行动，尽管这符合他们的
最佳利益

• 异常、冲动行为 = 高风险

分流评估的ABC原则



   认知功能

• 案主的思考是否现实和连贯？

• 是否有灾难化思维？

• 案主是否合理化、夸大或相信
半真半假的信息或谣言？

• 案主的想法是否不合理？僵化？

• 面对危机是否恶化了案主在精
神健康方面已有的问题？

分流评估的ABC原则



• 我们与处于危机中的儿童
建立联结的方式与成人大
致相同

•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 儿童使用游戏的语言和他
们想象中的比喻来表达。

• 主要应该是描绘和讲述他
们的故事

与处在危机中的儿童工作时的考量



确保儿童安全

• 儿童依靠成人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 情感、想象和幻想在他们的心理功能中起着更大
的作用

• 以符合年龄的方式和他们说话
• 小孩子需要简单的解释与熟悉的概念
• 警惕非理性内疚的可能性
• 给他们一些他们可以主动做的事情来对抗无助和
失控的感觉



倾听儿童

• 倾听在儿童工作中尤其重要
• 倾听，并以隐喻、象征和身体的方式提供支持
• 倾听并询问儿童的感受
• 儿童可能需要一个成年人来见证他们的体验，允许他们感受
自己的感受

• 直接与儿童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让他们从电视或媒
体那里获得信息

• 示范健康的应对技能



对处于危机中的儿童采取的行动

• 示范健康的应对技能
• 私下处理自己的问题，因此你有资源留给儿童
• 但是不要认为你需要一直隐藏自己痛苦的迹象
• 帮助儿童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 儿童需要时间和机会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往往还需要养育者的
理解，用以处理他们在危机中可能遭受的恐惧、幻想和丧失

• 腾出时间来玩耍 ——游戏可以增强力量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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