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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概况

1.1调研目的

通过对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总结，找出有效的

干预方法，减少疫情对大学生群体带来的影响，从而总结出更

加具有教育性、引导性、广泛性、实用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方法，引导大学生积极健康成长成才，帮助高校学生在以后可

能遇到的类似事件中建立起坚固的心理防线。

1.2调研对象

积极参与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育厅主管，陕

西省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会主办的《大学生防疫居家与复学前

后心态诉求大数据调研》活动。以某一本院校某学院全体本

科、研究生为调研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共计1048份，回收有效

问卷1033份，其中，男生507人（48.38%），女生541（51.62%），

本科904（86.26%），研究生144（13.75%），抽样率97%。

1.3调研方法

采用经信效度检验的“防疫居家大学心理影响及援助关照调

查问卷”。问卷涉及：S疫情应激源、R心身应激反应、O中介调节

(自我关照、组织关怀、心理援助、辅导支持、教育管理、安全防

控等)。并对调研资料做了SPSS大数据分析和AMOS大数据建模，

取得了有关大学生疫情居家与复学心态等大数据前期分析预测成

果[ 1 ]。

2　调研结果与成效探讨

2.1结果分析

2.1.1聚焦心理问题

实证分析和评估被重大疫情影响所诱发的居家和复学大学生

的心理问题，即R疫情应激反应，用调查数据呈现学生心理问题

“是什么”。本研究样本N1033数显示，一般在重大疫情下会诱发

居家学生的广泛性焦虑、抑郁症状、心理困扰(如头脑烦闷、焦虑

恐惧、饮食无常、睡眠紊乱、抑郁忧伤、学习心烦、行为躁狂；也

会诱发学生对复学问题的担心，如(复学途中、宿舍生活、教室学

习、食堂就餐、集体活动)等。

根据本调研结果中疫情初期学生的居家情绪状况来看，75%

的学生情绪正常、11.45%抑郁较多、6.3%既抑郁又狂躁、4.58%

狂躁较多；从疫情初期学生居家睡眠情况来看，61.26%的学生呈

现中等状态（7-8h）、29.01%睡眠较多（9-10h）、5.15睡的太多

（＞10h）。

可见，通过调研，可以聚焦学生居家的具体心理状况，更直

接、准备地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心理干预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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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探索疫情影响

实证预测和排查重大疫情因素，即S应激源[为什么]：本研

究设计了与调研指标—防疫居家学生承受的重大疫情影响压力因

素相关的问题，如：每日疫情影响、亲人居家疫区、亲属确诊疑

似、网课身体受累、同学过多聊天、父母唠叨担忧、恋人矛盾纠

葛、实习毕业困难、考研考博面试延迟、毕业就业受阻等十大现

实压力。

2.1.3形成有效干预措施

实证检验心理援助干预效果，即O中介调控策略，用多重干

预解决学生心理问题“怎么办”。通过对复学前居家大学生心理问

题干预数据分析，发现其中防疫支持(组织关怀、亲人关爱、朋友

帮助、导员问候、心委协助、咨询热线、自助求助)、自我关照(10

健康保护、10复学计划、9应对策略)，积极心态(5提升幸福感、6

激发正能量)等方面已经对学生心理问题产生了显著干预效应[2]。

2.2调研成效探讨

2.2.1关注到学生疫情期间居家及复学心理健康问题

从调研结果看，疫情期间学生的压力源主要有上网课眼睛身

体受累（占比25.15%）、有关疫情的信息（占比23.39%）、父母的

唠叨及担忧（占比14.84%）、实习毕业设计有困难（占比10.90%）、

实习毕业就业均受阻（占比10.52%）、考研考博面试受影响（占比

5.91%）；疫情期间每天被影响的因素中，学习心烦（占比26.09%）、

睡眠紊乱（占比17.80%）、头脑烦闷（占比16.62%）、饮食无常（占

比11.57%）、焦虑恐惧（占比11.14%）、抑郁忧伤（占比6.14%）、

沉迷网络（占比5.52%）、行为狂躁（占比5.13%）；复学后学生的

担忧主要有食堂就餐（占比19.61%）、集体活动（占比16.41%）、

返校途中（占比16.03%）、宿舍生活（占比13.39%）、教室学习（占

比13.36%）、医院看病（占比8.17%）。

可见，疫情居家及复学前后大学生对于上网课、父母唠叨、睡

眠紊乱、食堂就餐等现实问题表现出了担心。

2.2.2探索出面对重大疫情时心理干预的方向

结合调研中关于学生对需要辅导员帮助结果来看，其中学业

帮扶占13.45%、思想政治教育占13.31%、心理支持占12.5%、创

业就业规划占12.43%、学生事务管理占12.36%、安全应对危机占

12.06%、育人研究科普占6.4%（见下图）；结合疫情对同学们最大

的改变问题的结果来看，其中敬畏生命更自觉6.2分、生活习惯

更健康4.2分、忧国忧民更强烈3.8分、求职奉献更迫切2.9分、

爱己助人更真诚2.9 分、待人处事更谨慎2.4 分、学习网课更

顺应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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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学生对辅导员帮助需求

2.2.3基于S-O-R搭建S-O-R-C中介效应预测的结构方程模型

整合复学前学生居家心理问题及干预、复学后住校心理问题

干预的动态发展及其大数据分析预测，基于新行为主义托尔曼应

激模型“S疫情应激源—O中介调节(居家心理干预与复学心理干

预)— R 心身健康”,构建S 疫情应激源-O 中介干预（辅导与援

助）-R 身心反应-C 心理健康校标等AMOS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验证和综合预测多元心理辅导和教育管理对重大疫情下学生心理

问题的有效干预和助人策略，以便为复学后大学生持续心理健康

发展需要提供指导。

S-O-R-C中介效应预测的结构方程模型

2.2.4提升辅导员心理育人技能

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被理解、尊重、能够及时

得到干预，但同时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通过本次调研使辅导员及

时了解到重大疫情对学生心理带来的影响，掌握大学生心理特征及

规律，及时发现规避疫情对大学生造成的心理困惑及问题，同时面

对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学习提升专业技能，从而更好地提升辅导员

队伍心理育人的技能，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政育人的效果[3]。

3　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3.1存在问题

3.1.1学生寻求专业心理引导的意识不足

面对疫情的突然爆发，人们没有经验可借鉴，且本次疫情

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给人们的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恐惧。但学生

在面对疫情时所表现出的寻求帮助主动性不足，和老师、心理委员

主动交流者较少，不利于获得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及帮助。

3.1.2专业的心理引导人员欠缺

由于很多高校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人员较少，因此，在提

供专业的心理辅导及干预效果方面有待提升。目前，辅导员是

更大范围参与到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及问题发现工作中，但很

多辅导员老师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及心理咨询知识，从引导效果

来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4 ]。

3.1.3面对重大疫情影响的心理干预工作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虽

然近几年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

没有形成较为健全的工作机制。特别是面对疫情的突发性，往往

会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已出现问题的学生身上，前期的干预工作反

而未能及时开展，因此，取得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加之居家隔离

的现实问题，线上干预的方法及效果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3.2对策建议

3.2.1结合重大疫情的出现，加强大学生对心理干预工作的

认识

结合本次调研结果来看，在疫情出现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面临

的实际问题及困难，在此基础上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因此，

要借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及专业的咨询知识，把大学生心理问

题干预作为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

3.2.2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工作者队伍专业技能及素养

建立健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加大培训力度，打造一

支专业技能高、专业素养强的心理健康工作队伍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基本保障。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机制，调动校内资

源，激发教师潜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

3.2.3创新心理干预工作载体，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本调研的S-O-R应激模型的搭建，创新心理援助干预效

果，即O中介调控策略，通过对复学前居家大学生心理问题干预数

据分析，发现其中防疫支持(组织关怀、亲人关爱、朋友帮助、导

员问候、心委协助、咨询热线、自助求助)、自我关照，积极心态

等方面已经对学生心理问题产生了显著干预效应。通过个体心理访

谈、班级主题心理团体辅导、心理专家报告、生涯规划咨询及辅导、

积极心态提升等实践活动的开展，面对重大疫情的大学生心理问题

及干预效果已有成效。同时应加强新媒体和网络干预方面的创新，

提升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及干预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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