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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受到国内外心理学界、医学界和社会学界等

的高度重视，社会的发展和环境因素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日趋明

显。根据《2020 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之2020 年大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需求分报告显示，大学生中18.5%的大学生

有抑郁倾向，4.2% 的大学生有抑郁高风险；8.4% 的大学生有焦

虑倾向，有 9 . 0 % 的本科生认为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是“较

差”，有 2. 8 % 的表示“不清楚”；有 11 . 0 % 的本科生表示最

近一年有过自杀想法。有7.9% 的大学生表示“超过半数时间”

睡眠不足，有4.4%的大学生表示“几乎每天”睡眠不足。 大一新

生在大学生群体中又更特别，他 们一边刚从高考残酷的竞争中脱

离出来，一边又不得不迅速成长以适应更加复杂的成人社会。在

如此特殊的背景下新生们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心理压力的

改变也使得焦虑影响因素更加复杂[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选取某高校近三年大一新生心理测评90 项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大学生人格问卷（UPI），以及测评访谈后确定的

心理问题学生整体数据，2020 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之

2020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需求分报告》统计结果进行比对。

2　数据结果

2.1某高校近三年新生心理测评结果

2018年总测评人数4558人，访谈人数（测评异常）313人，

占比总测评人数6.9%，其中A类学生10人，占比总测评人数0.

2%，B类学生53人，占比总测评人数1.16%，C类学生250人。

2019年总测评人数4940人，访谈人数（测评异常）430人，

占比总测评人数8.7%，其中A类学生51人，占比总测评人数1.

03%，B类学生129人，占比总测评人数2.61%，C类学生250人。

2020年总测评人数5210人，访谈人数（测评异常）669人，

占比总测评人数12.8%，其中A类学生54人，占比总测评人数1.

04%，B类学生139人，占比总测评人数2.67%，C类学生476人。

说明：A类重点关注：有过自杀或严重自残经历or最近一年

又自杀意念or严重抑郁；B类一般心理问题学生：建议咨询-强

迫 焦虑 有抑郁但无自杀倾向等；C类目前无明显心理问题学生。

结论：新生心理测评量表筛查异常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且A

类和B类学生数近三年均呈现上升趋势。

2.2与其他高校的数据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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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之2020 年大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与需求分报告显示，在使用中国大学生大学生心理健

康筛查量表的学校中，2018、2019年严重心理问题的比例分别为

4.16%和7.45%，一般心理问题的比例为9.00%和11.48%。潜在心

理困扰群体的比例分别为13.64%和17.04%。文中某高校2020年

新生采用与该报告调查一致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结

果为严重问题学生12.63%，一般心理问题比例12.11%，潜在心理

问题17.6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严重心理问题较全国平均

水平高出较多[2]。

在和使用UPI作为新生心理筛查工具的学生对比2019年数据

对比这一量表数据中发现如图所示：（一类为有较为严重心理问题

的群体，二类为有一般心理问题的需要关注的群体，三类症状不

明显，面谈可起预防作用的群体）

由此可见，2018 年某高校心理问题整体情况和全国水平持

平，2019年严重心理问题比例较全国高出近3个百分点，且“想

轻生”人群比例也比全国平均水平偏高。

由近三年数据看出，某高校严重心理问题占总学生比例自

2019年起就高于全国其他高校水平，一般心理问题占比与全国其

他高校持平。这也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出了重要课题。

3　成因分析

3.1学生问题呈现复杂性

由单一因素（如学业压力、人际关系、恋爱问题）等引发的

适应性一般心理问题学生数量明显增加，占比主动预约心理咨询

总数70% 以上；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社会竞争压力大，经济水

平地区差异，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同时受到多重因素

（家庭问题、成长环境、价值观念、校园欺凌等）影响产生

严重心理问题或人格问题的学生明显增加，这部分群体通过进入

大学后，问题逐渐显现，多为抑郁、焦虑、强迫等严重神经

症，甚至出现自伤、自杀行为[ 3 ]。

一类群体
比例

二类群体
比例

三类群体
比例

“想轻生”答
是人群比例

２０１８年全国 10.82 34.71 54.47 2.36

２０１８年某高校

２０１９年全国 13.62 39.37 47 3.86

２０１９年某高校

10.55 20.95 42.13 1.58

26.26 4116.5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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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来自偏远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的学生比率较高

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学生，很多父母忙于生计，缺少科

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有些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导致部分学生成

为留守儿童；另一方面这部分学生到了大学后会往往会产生巨大

的心理落差，面对很多现实的差异，需要作出调整和适应。此外，

某高校许多学生来自南方和西部省份，这些学生来到北方高校，

面临着很多适应性问题，如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3.3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对心理问题多采取消极或回避的态度

根据心理健康蓝皮书和实际工作经验发现，青少年专业心理

求助态度在不同年龄青少你那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随时

年龄的增长，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积极性呈现逐步减弱的趋势。

这就造成许多学生的潜在心理风险在高中尤其是高三阶段不被个

人重视，也就缺乏系统治疗机会。导致进入大学后集中爆发。

此外，在高中阶段甚至更早就接受过心理治疗，服药或有过明

确心理诊断的学生逐年增加，这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大多担心高校

知情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而在入学时隐瞒病情，也为开展心

理干预工作造成了一定阻碍[4]。

4　应对路径与有效措施

4.1 精准服务，提高针对性

根据学校大学生心理发展需要的不同，对学生进行分层设计

与管理，不同层级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服务内容与方式方法，提

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

面向全体学生。以潜能开发和心理素质培养为目标，设置

“1 + X”课程体系，即面向大一学生开设一门必修课，面向全

校学生开设15 门选修课。选修课采用30 人小班型，实行互动

体验的教学方式。

面向存在文化适应问题的学生。探索存在问题的类型与特

点，采用个体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相结合、线上辅导与线下辅导

相结合、解决现实问题与心理帮扶相结合等方式，进行有针对性

的辅导和咨询。创办了“民大树洞”学生网络服务平台，许多学

生通过与“树洞君”的网络书信得到了心理困扰的答复[5]。

面向有心理疾病的学生。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点对点”的

教育引导。建立四级监控体系，确保及时识别和发现问题；开展

医校合作，聘请专科医生定期到学校坐诊，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诊

断和治疗；开展家校合作，定期与家长沟通，假期开展家访，促

进家庭支持系统；进行心理帮扶：辅导员谈心，心理教师与学生

建立稳定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定期进行心理关怀；对专业精神卫生

机构认定“复学”的学生，开展两个月内不少于6次的心理咨询。

4.2 整体统筹，健全保障机制

学校党委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成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健全领导机构，

形成学生工作部主管，相关职能部门、各学院齐抓共管的工作

机制。

（1）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立专职教师与兼职教

师相结合、校内教师与外聘教师相结合、心理健康教师与辅导

员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

（2 ）形成全员育人格局。成立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员工作

室，开展教学研讨、课题研究，提升辅导员做好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能力。推动心理教师、辅导员、班导师一体化团队建

设，推进心理健康教育与其他各项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联动，形

成全校上下“全员皆育人”的局面和“育人先育心”的共识。

（3 ）建立“学校、学院、班级、寝室”四级心理危机

预警防控网络组织架构。学校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全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各二级学院设立心理工作站，在

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落实本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班级

设立心理委员，寝室设立心理信息员，在领导小组和二级学院

心理工作站的双重指导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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