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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8级地震发生已经一段时间了，但地震的余震依然没有停止，失去亲

人、朋友的痛苦，失去家园的凄惨，经历新的地质灾害的惊恐，灾区的人们还在经历着

大地震后的煎熬。虽然，我们最终会克服地震灾害带来的种种困难，重建家园，恢复生

产、生活，但人们在这次灾难中受到的心理、精神伤害却将很难短期内弥合。 

研究者发现灾难后约10 % - 15 %的人会出现异常的心理反应，多数人的心理异常症

状是短期的，但也有些人会持续很长时间，有的人可能会存在潜伏期。 

灾害心理学家认为灾害心理会存在4个阶段： “英勇无畏的阶段”、“短暂的宽慰

和满足感阶段”、“幻灭阶段”和“重建与恢复阶段”。震后心理重建应该根据不同的

心理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 

心理学中把灾难的受害者分为三级，亲历灾难事件的一级受害者，亲属在灾难中伤

亡的二级受害者，参与营救和救护的三级受害者，其实了解地震灾害的全国公众都是不

同程度的受害者。针对不同的受害程度心理急救、心理援助和心理辅导、心理重建工作

的重点也就不同。心理学家认为灾难对个人的创伤是“一种突然撕裂人类防卫的精神上

的打击，在此残忍的力量之下，人们无法有效地面对它。”而对于集体的创伤则是“一

种破坏人们彼此的维系而造成社会生活基本构成的打击，进而破坏小区的共同体感

觉。”。这种因社会支持系统导致的集体创伤通常不太容易被重视，但这种伤害的影响

力更大，后果更严重，因此，要动员社会力量在捐钱捐物的基础上奉献爱心，参与灾区

社会心理重建工作。 

心理重建最主要的工作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基本需求满足、心理救援、建立安全感

和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等。 

    最基本的社会心理重建必须以满足灾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基础，解决灾区居民

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提供生产、生活、学习的必需品。 

    灾难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临床、咨询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工作者奔赴灾区，在第一时间

为灾区受害者提供心理援助。目前，这一工作逐渐进入后期，但心理援助的需求依然存

在，症状严重者需要继续专业的服务和治疗。在灾后一个月左右，外来的专业心理学工

作者撤离前，需要培训当地志愿者作为心理学辅助人员来延续心理援助工作，做到不同

阶段、不同服务内容的梯队化、不间断心理援助，并通过远程、心理热线、心理网站等

形式满足差异化需求。此外，对于不同时期完成任务的救援人员进行全员专业心理辅

导、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消除灾害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伤害。 

    地震灾害使得灾区的人们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笼罩在恐惧之中，长期处于这样的应

激状态，人们的身心健康将会受到极大伤害。灾区的社会心理重建应该着力于消除人们

的不安全感。公共部门应该保持灾害信息的透明发布，让民众及时了解灾害具体状况，

对于地震及各种可能灾害的风险进行专业评估，及时预警，并对灾民进行防范风险的知

识和技能宣传，应到他们正确面对风险、科学应对风险，降低民众对风险的不确定性，

从而增加民众的安全感。 

 



    社会心理重建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主要的社会

支持系统是家庭、家族、亲戚等，也包括单位领导、同事、朋友、乡亲、同学、战友等

重要他人。地震中一些人成为鳏、寡、孤、独，最主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垮塌了，精神的

支柱没有了，社会力量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系统。 

对于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来说，灾难的伤害将可能会影响终身的。政府民

政部门和社会救助组织应该为这些儿童慎重挑选、评估收养者，不同年龄的孤儿要区别

对待，由政府部门和民间给以生活学习资助，优先由亲属收养。 

对于有相似经历的人而言，不只提供情绪上的支持，还可以彼此分享情绪宣泄的经

验，获得恢复的希望。在后续的心理服务中应该组织志愿者和社区居民采用多种形式的

活动和沟通，除了提供生活、学习的帮助外，也要使他们重新融入社区、社会，建立新

的社会支持系统。通过书信、网络、电话、互访等形式组织、搭建灾区与城市居民家庭

之间、学生之间的交友、沟通平台。灾区的政府、社区要有意识地为居民提供互帮互助

的机会，提供互相交流的机会，组建社会支持团体，建立幸存者间的社会连结，这样的

工作在灾后三到五年间对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和维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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