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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述情能力与睡眠质量关系研究
张丽玲

（肇庆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目的：探索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的述情特点、睡眠质量情况，并进一步探索述情能力对这一群体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采

用 PSQI、TAS-26 两个量表对广东某高校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心理咨询来访大

学生述情能力差于一般大学生，述情能力显著影响其睡眠质量。结论：加强对大学生述情能力和睡眠能力的训练有助于提升其心理健康

水平；睡眠质量及述情能力评估可以成为心理危机评估的一个因子；心理咨询中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提升来访大学生述情能力，以改善其

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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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是心理问题大学生的集中群体，大学生

的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在心理咨询来访者中得到集中展现。研究这

一群体的心理健康规律一方面可以为改进心理咨询技术、提升咨

询效能提供依据，同时可以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述情障碍是个体的情绪认知、加工和调节过程受损而引起的

一种情感识别及表达方面的能力缺陷。具体表现在情绪识别困难、

情绪描述困难和外部取向思维三方面。睡眠障碍是心理健康问题

群体的普遍特征，而大学生群体中睡眠困难具有普遍性。研究心

理咨询来访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就可以从改善睡眠质量入手，寻

找心理咨询的跨诊断解决方案；为从睡眠质量入手评估来访者学

生的问题严重程度提供参考，为心理危机评估干预提供依据；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保健、自我调适提供借鉴。

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述情能力特征及其对睡

眠质量的影响，以期为通过述情能力训练改善睡眠质量、促进心

理问题解决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选取广东某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派发研究问卷进行调

查研究，共派发问卷 3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67 份，问卷有效率

97.00%。其中实验组（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171 名，对照组（普

通大学生）196 名。

（二）方法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PSQI）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问

卷（TAS26）进行调查研究。

（三）统计处理

使用 SPSS24.0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对两组被

试的述情能力及睡眠质量进行分析，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等差

异检验方法考察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及普通大学生在述情能力和

睡眠质量上的差异，以及两组大学生在两个量表各因子表现上的

差异。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实验组述情能力与睡眠质量的相关

性进行分析。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述情能力对其睡眠质量的影

响。本研究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

（一）两组被试在 TAS 量表上的表现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 TAS 总分上的差异显著（p<0.05），实验

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在描述情感的能力（p<0.05）、认识和区分

情绪和躯体感受的能力（p<0.01）两个因子上差异显著，实验组

得分高于对照组。在缺乏幻想因子上差异显著（p<0.01），对照

组得分高于实验组。在外向型思维因子上差异不显著。

（二）两组被试在 PSQI 量表上的表现

PSQI 以 8 分为是否有睡眠障碍的界限值，得分越高睡眠问题

越严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67 名大学生 PSQI 得分范围为 3 ～ 18 

分。对实验组的 171 名学生而言，得分范围为 5-18 分，评分≥ 8 

分的有 128 人，约占总人数的 75.00%。对照组的 196 名学生得分

范围为 3-13 分，≥ 8 分的有 45 人，约占总人数的 23.00 %。两组

被试在 PSQI 量表总分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另外，

在 PSQI 全部 7 个因子中，实验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1）。

（三）述情能力对实验组睡眠质量的影响性分析

将实验组的 TAS 总分及各因子分与其  PSQI 总分进行双变量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TAS 总分与 PSQI 总分显著相关（p<0.01），

描述情感的能力因子与 PSQI 总分显著相关（p<0.01），认识和区

分情绪和躯体感受的能力因子与 PSQI 总分显著相关（p<0.01），

缺乏幻想因子与 PSQI 总分显著负相关（p<0.01），外向型思维因

子与 PSQI 总分相关性不显著（p>0.05）。

以 PSQI 总分为因变量，以 TAS 总分为自变量在实验组进行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TAS 总分与 PSQI 总分呈正向关联。得到回

归方程：Y=2.184+0.081X

三、讨论

（一）心理健康教育中重视述情能力的培养

TAS 在国外报告的均分及标准差分别为：男性 61.8±13.2，

女性 60.5±11.5。本研究无论

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其 TAS 得分均显著高于国外样本。实

验组得分又显著高于对照组。也就是说，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心

理咨询来访大学生述情能力差于一般大学生。这种差异尤其表现

在描述情感的能力以及认识区分情绪和躯体感受的能力上，这意

味着他们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更容易混淆情绪体验和

躯体感受。这个结果是怎样产生的？一方面，大学生仍然处于青

春期，仍处于社会化未完成、处于探寻自我、发展自我认同的阶段，

他们稚气仍重，情绪经验不足，情绪情感体验呈现出不深刻、不

稳定，易冲动、易受影响的特点，给情绪认知和情绪表达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述情能力最初得以发展，是抚养者对儿童的情绪情感

进行积极回应，抚养者通过言语或非言语赋予儿童的情绪情感以

意义，从而使得儿童的自体感受得以发展出来，进而才能发展出

客体感受和客体理解。大学生群体的自体化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

展，对家庭的依赖性还很大，受童年和家庭的影响还很深。心理

咨询的来访者之所以出现心理问题，很多与问题家庭有关。在这

样的家庭里，抚养者本身就有情绪认知表达和调节功能方面的缺

陷，他们没有能力对儿童的情绪情感进行及时积极的回应，无法

满足其正常的情感需求，无法通过良好的成员间互动给儿童提供

效仿，更无法为儿童情绪认知能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情绪环境。

相关研究也表明家庭环境不良或功能失调可能成为诱发述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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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因素；另外，和家庭子系统共同起作用的，还有文化大背景。

重理性、轻感性，重集体、轻个体是我们传统的观念，在这样的

传统理念之下，表达情绪情感是不被支持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更容易压抑、否定、忽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感受，更不擅长情绪处理。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中个性不成熟、

道德观念强、场依存强者比比皆是，这又导致他们比一般大学生

更可能压抑情绪体验，导致识别和交流感情能力受限。

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是心理问题大学生的集中群体，心理问

题与述情能力相关联，提示我们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对

于一般大学生群体，应该加强述情能力的培养，各种手段促进情

绪认知、加工、调节能力的提高，提升心理健康水平，预防心理

问题发生发展。对于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可在咨询过程中引导

其深入认识自己的情感体验、引导对自身情绪识别和表达能力进

行觉察、帮助区分情绪反应和躯体症状、处理情绪加工能力对人

际关系的影响等。也可更多采用绘画、音乐等表达性心理治疗方

法促进述情能力提升，进而帮助心理问题解决。

（二）把睡眠干预作为大学生心理咨询的跨诊断干预手段

本研究的 171 名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中，有 75%PSQI 总分大

于等于 8 分，达到睡眠障碍的诊断标准，无论是总分还是 6 个因

子分，实验组被试都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心理咨询来访的大学

生睡眠障碍较为普遍。心理问题学生更可能有睡眠困难，他们感

受到更大的压力，有更多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天黑后大脑的

高速运转和反刍思维使得他们难以入眠，睡不安稳，而又过早醒来。

同时，人的心理和生理是高度相关的，心理问题可能影响到生理

状态，这种生理的影响不一定导致病变或带来体检数据的异常，

而是通过降低压力应对水平或睡眠困难表现出来。

既然心理咨询来访者普遍有睡眠方面的困扰，那么是否可以

把睡眠干预作为每个来访者的必须干预程序，把改善睡眠质量作

为心理咨询中的跨诊断干预手段之一。就像去眼科看病必须先检

查视力，产科看病必先量血压一样，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功能室

建设中可以加入睡眠干预室，配备生物反馈仪、肌肉放松训练机

器等帮助睡眠的仪器设备。来访的大学生除接受心理咨询外，同

时接受睡眠干预。通过睡眠干预辅助来访学生改善心理问题，增

进心理咨询的成效。

心理健康教育重在治未病，疾病科普有助于心理健康的习惯

养成。把心理咨询学生作为

心理问题学生的典型代表，心理问题学生普遍具有睡眠困难，

睡眠困难又影响心理问题解决和心理复愈。那么在对一般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就可能通过睡眠教育帮助学生获得好的睡眠

习惯，通过提升睡眠质量把一般心理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

（三）心理危机评估中加入述情能力、睡眠质量作为评估指标。

既然情绪加工能力和睡眠质量影响心理健康，那么就有可能

通过述情能力和睡眠质量的评估推测心理健康水平、预测心理危

机风险。一方面，在心理危机评估工作中，我们常常加入对当事

学生的个性评估，同样的刺激事件或患有同种心理精神疾病的，

如果性格内向敏感、固执、孤僻、情绪冲动或行为冲动、高自我

期待、高自我批评、追求完美的学生更具发生心理危机的可能性，

更难以从心理问题或刺激事件中康复。正如通过个性评估推测心

理危机的风险一样，在心理危机评估中可以加入对述情能力的评

估，或把情绪认知加工特点作为个性的一部分进行考量，通过分

析当事学生的情绪表达特点、觉察自身和他人情绪体验的能力等，

辅助判断心理危机的风险级别。

另外，既然心理问题人群较一般人群更可能有睡眠问题，国

内外许多研究也显示睡眠质量与压力、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

题相关，那么在高校心理工作中也可以通过睡眠质量调查来预测

学生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例如在入学心理测试中加入睡眠质量

的相关调查、心理咨询的初诊接待中通过睡眠质量评估进行来访

者分级分类、心理危机评估中可以加入对睡眠状况的评估、复学

评估中着重对其睡眠质量的评估，等等。

（四）心理咨询中可以通过述情能力训练改善来访者睡眠质

量

本研究中，心理咨询来访者的述情能力显著影响其睡眠质量，

述情能力差的被试睡眠质量更差，更善于加工表达情绪体验的来

访者则能够拥有更高水平的睡眠。这可能是因为情绪的表达和宣

泄缓解了心理压力，促进睡眠质量提升。情感表达抑制或者说缺

乏描述情感的能力易使来访者产生更多的心理困扰，增加负性情

绪，加重睡眠困难。同时，述情水平高也意味着当事人更可能准

确识别和回应他人的情绪体验，从而促进沟通和人际交往，好的

人际互动帮助维护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好的睡眠。

睡眠质量的提升无论对于来访大学生缓解痛苦，还是促进心

理问题解决，都十分必要。从述情障碍的结构来看，述情障碍患

者具有情绪认知加工方面的缺陷，然而情绪加工能力并非固定不

变，完全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得以改善和提高，心理咨询中可以

通过述情能力训练改善来访者的睡眠问题。情绪认知包括对自我

和他人两者的知觉，心理咨询中、改善情绪认知能力可以从这两

个方面着手，即改善自我情绪知觉，提升他人情绪知觉，合理应

对情绪认知失败。具体到咨询技术和操作方法可以包括认知行为

疗法、表达性艺术治疗、共情训练等。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是样本选取的局限性，取

样于个别高校，且由于实验组被试不容易获得，样本量较小，可

能产生一定的取样偏差。另一方面，只研究心理咨询来访学生述

情能力和睡眠障碍的差异，没有把心理问题严重程度和心理问题

类别这两个变量考虑进去，加入对这两个因素的测量有利于研究

更加深入。

四、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咨询来访大学生述情能力和睡眠质量差

于一般大学生，其述情能力与睡眠质量存在正向关联。提示心理

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中重视情绪认识调节训练、加强睡眠教育，

以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睡眠质量及述情能力评估可成为心

理危机评估的一个因子。同时，在心理咨询中可以通过各种技术

进行述情能力锻炼，以提升来访者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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