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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抑郁现状分析

抑郁症也被称为单相障碍，是心境障碍中的一种，是指经

历了一次或者多次抑郁发作，并且期间没有狂躁发作[1]。抑郁

症危害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甚至导

致大学生有自伤、自杀行为，全社会需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

抑郁问题[2]。

为分析目前大学生抑郁现状，使用Zung's 抑郁自评量表

（SDS）对 7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测评[3]。量表共20 个项目，

SDS 按照症状出现的频度评分，分别为1、2、3、4 分。20 个

项目累计相加为总粗分，总粗分×1.25 为标准分，总粗分/80

为抑郁严重指数，抑郁严重指数<0.5 为无抑郁，抑郁严重指数

≥0.5 为轻度抑郁，抑郁严重指数≥0.6 为中度抑郁，抑郁严

重指数≥0.7 为重度抑郁[4]。

根据 SD S 症状判断 70 名大学生中，无抑郁者 38 名，占

54.29%，轻、中、重度抑郁者共计32名，占比45.71%，其中轻度

抑郁者人数为19人，占比27.14%；中度抑郁者人数为12人，占

比为17.14%，重度抑郁者人数为1人，占比为1.43%，具体见图

1-1。根据调研统计，本次调研总粗分的平均分为39，总粗分

×1.25为标准分，本次统计结果标准分为48.75分，按照中国常

模结果，标准分为53分，说明本次调研数据与常模数据甚为接近。

图1-1   调查70名大学生抑郁情况

对比1993年山东省中医学院560名学生调查结果中轻、中、

重度抑郁者共计97名，占比17.32%[5]，本次调研70名大学，轻、

中、重度抑郁者共计32名，占比45.871%，由此可见，本次调查

抑郁症者比例大幅度上升。由此可见，近20年，中国大学生抑郁

症的患病比例在逐渐升高。

2  大学生抑郁产生原因分析

大学生抑郁症患者表现为在平常活动中丧失兴趣、情绪低

落、时常想哭、失眠和起床困难[6]，甚至觉得自己的死亡对于自

己和别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并有自杀的想法。其主要原因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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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评，并对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抑郁者占比高达45.71%，抑郁发病率在近20年呈持续上升状态。本文通过大学生的抑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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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生物学因素

大学生抑郁症患者的病因复杂，是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遗传学研究发现抑郁症患病因素中遗传因素有着重要

的影响，抑郁症病人的亲属的发病率为一般人群的1.5～3倍[7]。

大学生抑郁患者还会受到生化因素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标名，

抑郁症患者的脑内单胺、氨基酸、乙酰胆碱等神经递质出现异常，

进一步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不足等表现，并且这些症

状可以经过调整或补充后能够明显改善[8]。季节变化所引起的光

线变化也能引起一些患者的抑郁症状。抑郁症患者的睡眠周期脑

电图存在异常，失眠是抑郁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

2.2家庭因素

父母婚姻关系不和谐、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子女与父母

关系不和谐等问题，都可能使个体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导致

个体有抑郁倾向。上大学后，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个体，有自己

的独立思想，父母的过分关心和对个体日常事务的掌控，如：

毕业时对工作内容、地点等要求与大学生意见不符，且不予大

学生进行沟通，使大学生自尊心受到伤害，产生压力和逆反心

理，导致亲情关系破裂。在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后，父母可能

出现不理解的状况，对个体造成二次伤害。

2.3学校因素

大学生通过高考后，出现了过度放松现象。大学生学习开

始放松，应付学习内容，并出现逃课现象。在期末考试挂科

后，缺乏奋斗目标，个体产生迷茫。大学竞争激烈，竞赛、

考级、评优等压力席卷而来，若不能及时平衡这些压力，个体容

易出现心理问题。在毕业时，大学生往往面临找工作和考研问题

等问题，由于个体还没有社会经验和缺乏抗压能力，在经历一次

次失败后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使个体失去信心，进行自我贬低，

甚至对未来失去希望。同时，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不健全，

相关心理辅导工作不到位，对于一些有抑郁状态的学生没有及时

发现，即使及时发现缺乏有效的心理辅导措施和干预手段。

2.4人际因素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共同活动中彼此为满足各种需要而建立起

的相互的心理关系[9]。稳定的人际关系能够提高幸福感和促进身

体健康，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作用。大学生在校园内联系最

密切的是宿舍人际关系，若宿舍矛盾不断、人际关系恶化，遭到

人际关系的排斥，个体会产生孤独感且情绪低落。人们通过人际

吸引，人际关系会从一般关系发展到亲密关系，爱情便是亲密关

系中的一种。爱情是一种特别的亲密关系，是人际吸引的最强烈

和最高形式。感情问题也是大学生目前人际关系的重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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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充分的爱情经验，双方容易产生摩擦，失恋后导致个

体情绪低落、自我怀疑，甚至对未来失去希望。

3  大学生抑郁的防范与应对

通过对大学生抑郁原因分析，本文认为可以从大学生自我、

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进行大学生抑郁的防范与应对。

3.1大学生自我防范和调节

大学生应该在发生负面情绪时，需要善于及时调节和疏导。

大学生可以向朋友、家人、老师倾诉，也可以采取听音乐、运

动等方式自我放松。在自我无法进行调整时，应该主动、及时

向学校心理健康发展中心或者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咨询求助，或者

到正规医院及时就诊，避免抑郁过重。

3.2家庭理解和尊重

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于家庭，因此，家庭要理解

和尊重大学生。首先，父母应该正确认识亲子关系，大学生已

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而不是控制其行为。其次，应该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

平等的与大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大学生的需求。最后，构

建良好的亲子关系，由于大学生还未涉足社会，缺乏社会知识

和抗压能力，多倾听大学生烦恼并给予正确引导。

3.3学校关怀和引导

学校应该加强学生体育锻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

这有利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增强心理素质，使大学生多沟通、

多交流，交到新朋友，保持乐观心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

座，改变大学生对心理问题的偏见，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负面情

绪并知晓该如何排解。定期对大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对测评结

果进行分析建档，及时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并对有抑郁倾向

的学生进行疏导。开展人际关系相关讲座和课程，帮助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并帮助学生解决人际矛盾。

3.4社会重视和帮助

社会媒体增强舆论导向，使人们了解抑郁症状并正视抑郁症

患者，防止对抑郁症患者进行二次伤害。在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于欣唯呼吁构建和完善高校婚恋教育体系，建议打造以学

校教育为主体、家庭教育辅助、社会教育影响的三维婚恋教育

模式，将婚恋教育设为高校学生必修课程[10]。由此可见，大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已经引起的社会各界的重视，关注大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加强对大学生抑郁现象的研究，分析大学生抑郁原

因，可为大学生防范和治疗抑郁症提供基础，有效地预防大学

生心理抑郁和治愈心理抑郁。

4  结论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如何处理学业和生活、爱情和

友情、梦想和现实等问题，需要大学生不断探索。家庭、学

校、社会应该三方协作，共同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给

予帮助。本次采用的测评对象数据较少，可能存在一定数据偏

差，国内测评数据大多也都对一所学校学生进行测评，缺乏数

据随机性。调研数据的准确性是研究大学生抑郁现状的基础，

应该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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