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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衔接过程中学生心理问题解析

许艳君

深圳市观澜中学，中国·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初高中衔接阶段是学生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旨初高中衔接阶段学生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通过大数

据与学校实际数据真实分析，深入探讨该阶段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成因及应对策略。研究指出，初高中学生面临着学习

环境、家庭关系、同伴关系、自我发展及认知等多方面的变化，其中学习压力、性格认知、家庭关系冲突及网络依赖等成

为比较凸显的压力情况。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心理问题成因分析、建立良好沟通渠道、加

强家校合作及使用社会资源支持系统等策略，旨在帮助学生顺利度过初高中衔接的转折期，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为教育

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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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日益受到重视。高一学生作为中学阶段的起始年

级，面临着竞争压力、学习环境、家庭关系、同伴关系、

自我发展及认知、性发育、人格成长等多方面的变化，其

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学习成效和未来发展。

在2022版心理健康蓝皮书公布的报告中显示约14.8%的

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于

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的青少年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

体。报告中还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水平从小学到初

中，初中到高中，呈现出显著提升的趋势，但社会与家庭

因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回避就医，需要更多心理知识与科

学认知的普及工作。提升对学生抑郁状态的识别，鼓励家

长及时就医进行科学专业性心理干预，这种趋势与来自学

校、家庭和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密不可分，也是提升心理

健康素养的重要基础。

202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数

据显示目前全球12亿10至19岁青少年群体中，约20%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10至19岁青少年群体遭受的疾病和伤害中，

约16%由心理健康问题引发；在中低收入国家，10至19岁青

少年中约15%曾有过自杀念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不容

小觑。

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中的《2009年和2020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年际

演变》示意图显示，随着年级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现

上升趋势。

2　目前高一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现状及原因分析

2.1　深圳一个学校高一年级学生心理健康数据分析

本校高一年级数据：全年级总人数996人，其中男生578

人，女生478人。在秋季学生心理健康摸排调查中就显示

4.3%的学生具有显著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其中13.9%已确诊

具有心理疾病。调查显示9.3%的学生具有自残现象，4.6%

的学生具有轻生念头；分析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压力源显示

来自学习压力的达32.5%，性格因素占18.9%，家庭关系冲

突占13.9%，网络游戏占6.9%。

数据表格（1）：

重点学生群体 比例

有显著心理健康问题学生 4.3%

已确诊心理疾病学生 13.9%

有自残现象学生 9.3%

有轻生念头学生 4.6%

数据表格（2）：

心理健康问题压力源 比例

学习压力 32.5%

性格因素 18.9%

亲子冲突 13.9%

网络游戏 6.9%

2.2　青少年身体发育和心理需求特点

高一学生此时正处于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

身体发育特点：身高和体重出现明显变化，性生理特征

发育明显、前额叶发育需要到18-20岁才能发育成熟，前额

叶有着比较重要神经组织、占脑半球面积约为25%，主要有

调节心理活动与管理压力功能，而高中阶段前额叶还尚未

发育成熟时，自我心理调控功能比较差，会影响青春期的

情绪稳定性，如在青春期阶段内外持续压力过大时，过度

频繁刺激皮质醇导致内分泌的紊乱失调，会引发血清素下

降，也容易造成情绪低落、对很多事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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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需求特点：自我意识发展和自我认同期开始特别

关注自己的外表、能力、价值，渴望他人理解和认同，

同伴社交互动的需求增加、性发育成熟对情感关系的萌

动。而在青春期阶段也经历思想与人格从依赖到独立阶

段、从儿童到青年到身心快速发展的变化、从家庭到社

会化适应过程的能力、从自我内外的混乱矛盾到统一化

的重要过程。

2.3　学习难度与竞争压力而引发焦虑

高一学生面临着从初中到高中的巨大学习转变，对于

知识难度提升，会产生焦虑心理。初中课程相对基础、直

观，高中知识深度广度剧增，学生易因担心或无法掌握而

不安。

学习方法转变也会带来困扰。初中靠大量背诵等简单方

法能应付不少科目，高中则更强调理解和自主学习，学生

可能会迷茫，不知如何调整。

竞争压力增大也影响心理。初中50%学生考上高中，

高中聚集了更多优秀学生，课程难度变化又让排名波动

变大，容易让学生有挫败感，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自

信受挫。此外，课程进度加快，如高中数学等学科内容

多、进度快，学生一旦跟不上就可能出现急躁等负面情

绪。包括学科难度的提升、知识量的增加以及更加激烈

的竞争环境。

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学习压力和过度焦虑情绪，

表现为睡眠不安稳、胃口不佳、学习效率下降、成绩波

动、记忆力下降、出现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现象。部分学生

对于学习竞争压力，相互比较性，无法接受被超越或担心

落后而引发焦虑不安情绪状态。

2.4　性格特点、对情绪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教学和大量接触高中生，从部分数据统计及现实观察

发现性格过于内向较少自我表达、艺术偏向、缺乏沟通技

巧与能力、内在安全感及价值感低、遇到困扰和压力时缺

乏自我调节压力方法等人群，出现不良抑郁情绪的几率会

更大。

2.5　高中阶段学校适应

高一学生在新的班级从走读到寄宿到不同校园环境变化

需要适应期、与室友、同学、老师需要建立新关系。部分

学生缺乏社交技巧、或对新环境不适应、缺乏良好同伴关

系而陷入情绪困扰困扰，感到孤独和无助。

2.6　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问题

青春期是自我认知形成的关键时期，高一学生在这个

阶段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价值、未来方向等产生怀疑和

迷茫困惑。同时，由于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学生可

能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和情绪管理问题，如易怒、情绪低

落、抑郁和冲动情绪与行为等。

2.7　家庭关系与教育方式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响深远，在大多数家庭

都存在这些问题：因对孩子过于中心化关注、过度包办代

办、或单向权威命令式教育，部分家长对孩子身心需求忽

视、会使用贬低、责骂、甚至“自我情绪发泄式”暴力行

为等不健康粗暴的教育方式、家长缺乏了解孩子不同阶段

的身心需求、缺乏倾听、共情、理解以及耐心探讨沟通等

科学的教育方式。

根据《关于家庭环境对初高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

分析》中的数据分析可知，显示因子和家庭环境感知因子

的关系为显著相关，在研究的因子中，仅有控制性、成功

性没有达到显著相关条件。

2.8　网络化与网络依赖的状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技水平越来越高，生活学习已

难以离开网络，加上疫情期间的线上学习、学习压力和自

我管理能力各方面的影响、学生网络入迷与依赖现象大幅

度增多，而在互动和观察了解中。网络依赖的青少年心理

需求有共同点，例如：现实成就感被认同感不足、现实缺

乏良好同伴互动关系、没有释放压力方法、自信不足、无

法应对现实压力、家庭关系冲突回避等情况，会通过网络

游戏自我释放和获取现实缺乏的心理需求。加上发育尚未

成熟阶段长期过度使用网络游戏对脑神经高刺激的状态，

网络过度依赖部分生活学习坐立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

生物钟时间紊乱影响情况。

3　结论

展望未来，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应更加注重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确保

教育内容和方法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二是提高心理

健康教育的普及率和覆盖面，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益于心

理健康教育；三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服

务；四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合作，形成

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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