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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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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大学生心理问题引发的休学、退学现象或暴力、

自杀事件比比皆是，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高校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出，要大力

促进心理育人。李明与龙晔生（2018）在对内地高校新疆籍少数

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因素进行分析时发现，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

生歧视感知、自我强迫、抑郁和偏执程度高于汉族大学生。汪立

夏与舒曼（2013）通过对江西省大学生（2001-2011）的心理健康

相关调查显示，江西省大学生心理状况整体良好，心理健康与学

习压力、就业压力及自尊心受损高度相关，求助行为倾向于网络

和心理咨询。部分现有的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只关注某类特

殊群体；绝大多数心理健康研究使用的调查工具是 SCL-90，这一

工具更多地偏向存在心理问题的少数人而忽略了占大多数的正常

人；此外，现有关于 00 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少，很难把握

这一群体的心理特点。

为了更广泛地了解 00 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提出提高大

学生心理水平的可行性建议，本研究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对某高校 600 名 00 后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某高校 600 名 00 后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回收

有效问卷 55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33%。

（二）研究方法

1.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二级学院选择学生，

统一发放问卷，匿名填写，现场回收。

2. 分析方法

使用 SPSS 基于每个问题的回答情况计算各因子的平均得分，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了解学生的心理特征。

二、 调查结果

（一）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情况

计算所有问题的平均分，根据判断标准可得：142 名同学存

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占全部样本的 25.63%；其中，135（24.37%）

名同学存在轻度问题，7（1.26%）名同学存在中度问题。

（二）各因子得分情况

由上面的讨论可知超过 1/4 的学生存在不同的心理问题，为

了能够从不同角度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现计算 10 个因子

的平均得分并据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根据各因子得分将 10 个心理

健康因子按照严重程度递减的顺序排列为：适应性差、心理承受

力差、情绪失调、躯体化、人际关系紧张、焦虑、抑郁、偏执、

心理不平衡、敌对。此外，适应性、心理承受力、情绪失调、躯

体化、人际关系、焦虑、抑郁、偏执这 8 个因子的得分超过了心

理健康状况的整体平均水平，尤其是适应性、心理承受力这两方

面表现最差。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00 后大学生轻度及以上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 25.63%，略高

于往年的测量结果。结果显示，大学生在适应性方面表现最差，

心理承受力方面检出率次之，其次是情绪、躯体化和人际关系，

这个结果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中具有普遍性。

（二）建议

1. 高校要专门设立心理辅导室，安排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

并在新生入校时进行心理普查和心理测评，及时了解大学生的心

理状况，关心每一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对有异常的学生进行及

时沟通与辅导，严重的及时转到专业的医学心理诊治部门，其余

同学在学习生活中及时发现并及时指导，做到预防与疏导相结合，

将学生心理健康维持在正常状态。

2. 学校应开展多元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学生营造积极健

康向上的良好校园文化生活，可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趣

味运动会、心理健康知识竞赛等活动；从而改善大学生社会心理

环境，并将心理素质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融合，以此来提高大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构建大学生成才服务体系，为大学生心理减负减压，加强

学习与考研的辅导，在就业方面尽早安排职业生业规划与指导，

提供就业信息，搭建就业平台，为处于困境的学生提供帮助与支持，

实现多形式就业。

4. 开设系统的心理素质教育课程，树立大学生正确的心理健

康意识，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效途径，从而能自我检查排

除心理障碍，让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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