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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大自然灾害一直以来影响着人类生存，它给人类造成的痛苦有时并不亚于战争。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影响的人口约2亿，其中有数千人因灾死亡，直接受到影响的家庭则以万计。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灾害损失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已成为
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重大自然灾难的发生，不仅夺走生命，破坏生存环境，还严重摧残了人们的心灵。
因此，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都是救援行动的关键部分。
灾后的家园重建相对较易实现，而心理重建则艰难得多，对人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更大，持
续时间也更长。
历经地震、台风等自然灾难以及恐怖事件、战争等人为灾难的冲击，发达国家灾难心理援助体系已日
趋完善和成熟。
很多发达国家为预防灾害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法律，明确灾难后心理援助的组织机构和内容，并将灾
难心理援助列入国家紧急事务应急预案，建立国家级灾难心理援助系统。
中国是一个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大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灾后应急管理体系，尤其
如何建立应对灾难的心理援助体系？
这个问题值得社会各界，尤其是心理学工作者深思。
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来自海内外的心理学工作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抗震救灾之中，用他们的实际
行动，对我国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进行了探索。
本书就是这些探索的初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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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汶川地震后以不同形式参与心理援助工作的各方面专家的心得体会与感想。
参与本书编写的各位专家的视角各有不同，有的描述不同人群的心理应激反应，有的是组织工作总结
，有的是随想，还有的是海外灾害救援经验的分享，但更多的是对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长期性、科学
性、专业性、计划性的思考。
    本书可供心理学专业人士研究，亦可供灾害救援工作的组织人员参考，还可供灾区普通民众和地方
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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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川灾区服务的总结报告离开四川灾区已经快一年了。
在这一年内，我不断地回顾和反省在灾区服务的那22天，有很多的感触！
从灾区群众身上，我学到了如何从灾难中站立起来，重新面对生活的挑战；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的老师们身上，我不但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专业知识，也学到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应有的爱心和奉献、敬
业的精神。
在内心深处，我由衷地感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接纳我加入他们的队伍，参与服务灾区的行列。
一、来灾区之前5·12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准备回国探亲。
在那段时间内，我的注意力一直在四川。
每天都在浏览与地震有关的报道和图片。
有很多报道描绘了受灾群众所受的创伤，以及解放军和志愿者受到的心理压力。
看着这些报道时，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又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我有责任为他们提供
一些心理援助。
于是，我便和中国心理学会取得联系，申请去灾区服务。
我很高兴被接纳了。
回国后，首先和韩布新教授取得联系，韩教授又帮助我和王文忠教授、史占彪教授、张雨青教授以及
王力博士取得联系。
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于6月16日来到了四川德阳，加入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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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5月工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
0级地震，造成惨重伤亡。
灾区群众不仅见证了地震瞬间山崩地裂的景象，还经受着家毁人亡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
参与救援工作的广大官兵、医务工作者和一线新闻工作者们，在亲眼目睹了地震带来的毁灭性破坏的
同时，心理健康状态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尽自己所能，为抗震救灾工作尽一份力量，中国心理学界在震后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
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国际同行们，特别是日本、美国和法国同行，通过华裔专家的穿针引线，也很快投入到汶川大地震的
心理援助工作中。
组编本书的最初想法，缘于首次抗震救灾心理援助研讨会。
在经过了灾后一个月紧张的生命救援工作之后，灾区民众（干部、教师、学生、妇女、儿童）、救援
官兵、媒体工作者、心理援助工作的需求逐渐暴露出来。
为了对抗震救灾心理援助的前期工作进行及时地总结和交流，以便进一步推动未来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2008年6月20～2工日在北京召开抗震救灾心理援助研讨会。
2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做了大会报告。
此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
研讨会的详细情况，请见韩布新研究员的文章。
此次研讨会形成的共识，在地震一周年后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决定请当时参加研讨的各方面专家在原来发言稿的基础上，补充近期的思考，并请后期参与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援助行动的国际同行撰稿，编辑成书，作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5·12心理援助
丛书》系列之一。
由科学出版社统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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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灾后心理援助名家谈》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5·12大地震的心理援助队伍中，有一大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他们曾经参加过很多国家和地区的
灾后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工作；同时，在5·12大地震的心理援助过程中，也有一些年轻同志，在工作
过程中快速成长并得到了灾区人民和学术界的认同，《灾后心理援助名家谈》即展现了这些知名专家
和年轻学者的独到见解。
灾后心理援助名家谈灾后社区心理援助手册灾后心理热线志愿者培训手册灾后中小学心理辅导教师培
训手册家庭教育手册用心守护——心理援助志愿者心情故事重建人心开始——“我”的地震经历项目
支持: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KCX1-YW-05)——汶川地震灾区心理援助应急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840001）——地震灾害的心理分析与援助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重点项目（2008AA022604）——5·12地震灾民社区心理救援与心理调控模式研究中国科协“汶
川大地震灾民心理援助中长期规划”项目（113000H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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