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6 Vol. 6 No. 10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智慧

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机制的现状分析
魏思美　任增辉 *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伴随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识别大学生早期心理问题，是危机干预的前置工作，可以有效预防

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大学生早期的科学心理干预机制以成为当前高校教育领域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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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从国家层面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指导文件，其中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相关文件陆续出台。2018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23 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从文件和政策中不难看出，国家及相关部委，各高

校以及全社会都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2020 版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数据表明大学生

中 18.5% 有抑郁倾向，4.2% 有抑郁高风险倾向；8.4% 有焦虑倾向，

睡眠不足的问题在大学生中比较突出。如何有效地对大学生心理

问题进行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避免其发展为严重心理疾病，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00 后”已成为

大学校园的主力军，他们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该项目可以根据时

代与社会环境变化，为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提供有效识

别手段，提供科学、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有助于改善大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减少及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有助于建设更健康

的校园环境。随着我国心理健康工作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心理问

题早期发现路径和科学干预机制也在不断改进。许多研究者开始

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大学生早期心理问题的筛查

研究者通过临床和科学研究的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

工具与早期心理问题识别手段进行深入研究。我国高校把心理测

评作为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筛查有心理问题学生的重要工

具，心理测评量表的科学性和信效度尤为重要。对于心理健康的

测量，现有的大部分量表更注重个体行为，感知情况。Derogatis

（1975） 编 制 了 SCL-90 测 量 表（The Symptom Check list-90），

问卷中包含躯体化，敌对，偏执，强迫等 9 个因子，问卷中每题

设有 5 个评级，从 1“没有”到 5“严重”，随着分数的递增，个

体症状趋向严重，该量表 1984 年编译后引入我国大陆地区使用，

目前广泛用于高校及医院的心理健康问题筛查工作中，也是我校

针对大学新生及大三学生心理问题筛查的重要工具。SCL-90 具有

良好的校标关联效度，其量表总分较好的反应个体的心理健康问

题，但较难区分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不同维度。方晓义等编写的《中

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也是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大

规模筛查的主流工具，但结果解释上存在薄弱。该量表共 96 题，

包含 22 个维度，3 级筛查，每个维度包含 4-5 题。一级筛查针对

严重心理问题，包括幻觉妄想及自杀意念 2 个维度；二级筛查针

对一般心理问题，包括焦虑、忧郁、偏执、敏感、自卑，社交恐

惧、依赖、躯体化、敌对攻击、冲动、强迫、网络成因、进食问

题、睡眠困扰、自伤行为共 15 个维度；三级筛查针对的是发展性

困扰，包含学校适应、人际交往、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恋爱问

题共五个维度。2022 年易晓明等人对该量表进行了选项等级和部

分题目的修改，优化后 18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略有提升 . 不

同国家，地区采用的量表有所不同，日本高校广泛采用大学生人

格问卷（University Personality Inventory，UPI）进行新生身心健康

调查，1991 年由清华大学编译引入我国，但该量表基于经验而非

标准化策略，无相关可信性指标。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心理测量工具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大规模筛查，但心理状态则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不断调整和完

善的过程，同理，大学生心理状态是否异常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量表具有时间局限性，随着环境，人际关系，突发事件等因素影

响而变化。因而研究者陆续针对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的途径

和心理问题成因进行研究，郭芳等（2021）分析并通过扎根理论

验证影响大学生情绪因素的 4 个主要类别，分别是群体认同，情

绪动力，压力应对，技术成瘾。而白美玲等（2023）研究发现，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个人经济情况、学业压力、恋爱状态和人际

关系等多种因素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我校连续 3 年的大一、大

三学生心理健康普查的相关数据归纳总结以下常见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

1. 学业压力：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一个

重要因素。大学学习模式的转变会让一部分学生在大学生活初期

较难适应，专业内容吃不透，缺少自控力，时间安排没有科学规划，

临近毕业才意识到成绩的重要性等都构成了学业压力。

2. 自我认知问题：大学期间，青年人常常会经历自我认知的

转变和碰撞，天南地北的同学带着不同的文化冲击，都对集体生

活产生影响。如果处理不善，会导致自我价值感的降低，影响心

理健康。

3. 社会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是我们评判学生心理状态的重

要维度，包括学生的家庭关系，亲密关系，朋友关系，良好的人

际关系可以让学生面临压力，现实等问题的时候有交流和沟通的

渠道。社会支持匮乏会导致自身压力难以排解，越来越大，长此

以往导致心理产生不健康现象。

4. 就业压力：根据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发现，随着学历普及，

当前高学历学生就业率在百分之九十左右，平均薪资在 4500 元 /

每月。对于大学生当前的就业环境及现状，找到心仪的岗位较困难，

同龄竞争压力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学生会存在焦虑，迷茫

和困惑的轻度，成为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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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生早期心理问题的科学干预机制

截止到 2023 年 10 月，知网上关于“大学生心理问题干预”

主题研究 400 余篇，研究者们对大学生的心理干预机制进行研究，

尝试找出应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有效方法。李坎帅指出，在 2012 

年以前，主要采用课堂教学和体育锻炼相结合、团体辅导和个别

辅导相结合，以及书本与网络知识阅读治疗相结合的方式来提升

大学生心理素质、降低应激反应概率。近年来，高校通过教育教学、

实践活动、咨询服务和预防干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机制，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在针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还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也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刘衡（2023）则试图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宿舍，班级，

学院，学校”四级预警防控体系，家校联动育人机制相结合的方

式，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干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传统的心理问题早期发现与干预多依赖于“人”的观察和警觉，

赵铭依则认为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新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建立一

种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心理预警模型，有效地提高了心理问题的

预警精度，利用大数据干预模式对大学生心理问题进行早期预防，

为大学生的个性化心理识别与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随着研究

的进展，大数据技术的保密性，隐私性则面临着伦理道德层面的

挑战。

四、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普遍科学干预机制

（一）制定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各高校应制定出科学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专门设立大

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注重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教育和心理

素质测评以及心理咨询服务。“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机制广泛应用与各个高校，高校定期开展宿舍长、心理委员的培训，

增加学生心理知识，在周围同学发生心理异常的时候可以建立预

警干预。大数据也很好的辅助了高校心理工作的开展，可以捕捉

到学生感兴趣的心理话题，各学院开展班会或相关主题教育。

（二）建立有效的心理援助机制 

根据国家文件要求，各高校均设立心理中心，心理专职教师

按照 1：4000 配比，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服务，同时建

立心理援助热线，任何需要帮助的学生都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心理

咨询服务。朋辈咨询可以建立起学生之间的互助机制，鼓励学生

间相互支持，形成良好的互助、互学的氛围。

（三）家校合作，形成联动

 学校应与家长建立紧密联系，一旦发现学生出现心理问题，

及时通知家长，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家庭关系一直是心理健康的

影响因素，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各学院不同程度反馈在家校沟

通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家长难以理解学生心理问题，存在病耻

感等负面情绪，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需要提升沟通技巧和应对策

略，有效的引导家长与学校的联动。

（四）对突发事件进行疏导和引导 

对于易导致学生心理压力的突发事件，学校应主动采取科学

的心理疏导机制，并启动必要的危机干预个人或团体辅导，引导

学生正确看待和处理，以减轻其心理压力和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

预防群体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

（五）时代背景下创新心理健康教育的推广

学校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特点，定期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心理

团体辅导活动等，助力大学生缓解压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心理健康教育的推广和普及，不仅仅局限于大学心理健康必修课，

线下讲座，根据新时代需求，利用好新媒体宣传阵地，建设微信

公众号平台，科普心理知识，内容贴合大学生实际生活情况。加

大宣传心理健康咨询部门的功能及便捷的心理咨询预约通道，只

有在学生们足够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寻求帮助，真正发挥机构作用。

五、结语

学者们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随着国家指

导文件的出台，各高校对心理机构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并按规定

配备专职人员，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教育

并重”的办学方针。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重要性，早期心理问题的识别是工作重点，可以有助于学校尽

早开展有效的心理干预，预防，减少危机发生的机率。目前大学

生心理问题的干预方式多基于“人”，需要学生群体，各部门教

职工及时感知感受，在观察中觉察，在“感知”的意识层面发现

问题和心理倾向，并开展。同时，更说明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

现和科学干预机制这一主题存在科研空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探索。借鉴和结合心理学的理论知识、统计学和信息科学的研究

工具和方法，建构出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高效性的大学生心理

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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