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5)2023,6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117   

高职学生自杀心理调查研究 
——以某高职院校 860 名学生为例 

蒋晓敏  江奕其  邵红梅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某高职院校 860 名学生进行自杀心理的相关调查研究，发现高职大学生自杀心理状况整体良好，但在相关心理

健康教育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使他们尽快摆脱心理问题的困扰是当前高校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分析了某高职院校学生自杀心理状况，讨论了高职背景下学生自杀心理的原因，为学校

开展针对性的自杀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关键词：高职学生；自杀心理；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2 

 

1 研究意义 

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重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

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个体的学

习、生活和职业发展，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

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培养

一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不断加强对高

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研究。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高职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还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合格

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帮助。基于此，了解高职学生的自杀心理现

状及其影响因素，对开展针对性的自杀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

义。 

2 研究方法与工具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某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进行调

查。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包括信度检验、效度

检验、频度分析、描述性统计等统计方法。 

2.2 问卷的设计 

根据调查研究的内容，笔者在参考了《抑郁自评量表 SDS》、

《伯恩斯忧郁症清单（BDC）》等多个量表后，又咨询了相关心

理学专业的专家后，初步拟定了“关于高职院校大学生自杀心理

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口学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等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自杀心理调查部分，

包括是否有过自杀或自残的行为或想法、是否关注大学生自杀行

为、遇到挫折时是否会自我伤害、是否与同学讨论过自杀等具体

内容。 

2.3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研究对象：某高职院校全日制大一到大三在校生。 

抽样方法：笔者在某高职院校全校范围内采取随机抽样的方

法进行抽样调查。 

2.4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为了检验问卷的质量问题，笔者进行了 2 个阶段的调查研

究。第一阶段进行了预调查，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某高职院校

36 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在检验了问卷信效度都较高的情况下，

进行了第二阶段的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860 份。 

2.5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笔者利用 SPSS 26.0 对第一阶段预调查的 36 份问卷进行了信

度和效度的检验，发现其信效度均较高。在信度检验中，本问卷

的α系数 0.886。由于α系数大于 0.8，即使删除任意项目后信度

不会有极其明显的变化，说明本问卷的研究数据信度较好。如表

1 所示。 

表 1  Cronbach 信度分析表 

Cronbach 信度分析-简化格式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α系数 

19 36 0.886 

在效度检验中，本问卷的 KMO 值为 0.847，高于 0.8，且 p

值小于 0.05，说明本问卷的效度较好。如表 2 所示。 

表 2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表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值 0.847 

近似卡方 140.253 

df 3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p 值 0.000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节对某高职院校 860 名学生进行自杀心理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的 860 名学生中，男生 682 名，占比 79.3%，女生 178

名，占比 20.7%。其中，大学一年级学生 356 人，占比 41.4%。

大学二年级学生 328 人，占比 38.1%，大学三年级学生 176 人，

占比 20.5%。年级与性别的交叉情况如表 3 所示。本节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了频率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具体调查结果与分

析如下。 

表 3  年级和性别交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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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学生自杀（自残）的行为或想法状况 

在调查的 860 名大学生当中，有 59 名大学生有过自杀或自

残的行为。虽然没有这种想法的大学生占比为 93.14%，整体状

况较好，但仍存在 6.86%的大学生有过自杀或自残行为。 

对于是否有过自杀或自残的想法问题中，有 737 名大学生

（占比 85.7%）表示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有 123 名大学生有过自

杀或自残行为的想法，占比高达 14.3%。从以上数据当中我们可

以看出，虽然大学生有过自杀或自残的行为和想法占比较低，但

仍不可忽视。学校应该重视大学生自杀或自残的行为及想法，对

大学生自杀或自残行为的情况进行干预，以防止酿成不可挽救的

悲剧。 

3.2 大学生对大学生自杀（自残）行为的态度 

（1）关注大学生自杀事件的情况。在学校近年有没有自杀

现象一题当中，有 367 人（占比 42.67%）的大学生不知道，有

331 人（占比 38.49%）的大学生认为没有，仅有 162 人（占比

18.84%）的大学生认为有自杀现象。而对于是否关注个体相关的

大学生自杀事件议题当中，仅有 6.98%的大学生知道很多，有

53.84%的大学生听说过，有 28.95%的大学生不太了解，有 10.23%

的大学生完全不知道。如表 4 所示。由此可见，该高职院校的大

学生对于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关注度不高，该校可以就此进行进一

步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关注。 

表 4  是否关注各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统计表 

是否有关注各起相关的大学生自杀事件？ 

 频率 百分比 

有听说过 463 53.8% 

知道很多 60 7% 

不太了解 249 29% 

完全不知道 88 10.2% 

总计 860 100% 

（2）遇到挫折时是否会有自杀（自残）行为或想法的情况。

在大学期间，一些学生存在着学习压力过大、人际关系紧张、情

绪化问题、心理负担过重、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产生了困惑等心理

焦虑、抑郁等问题。不仅如此，部分学生还存在着生理方面的问

题，例如生理疾病、心理疾病等。对于自己或身边同学是否在遇

到挫折时，会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一题中，有 3.02%的

大学生表示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有 18.14%的大学生偶尔会有

这样的想法，有 78.84%的大学生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有 21.16%

的大学生表示在遇到挫折时会有自杀（自残）的行为或想法，因

此，我们更应该关注高职学生的挫折教育。 

（3）是否与同学讨论过自杀（自残）的话题。对于有没有

跟周围同学讨论过大学生自杀现象的一题当中，有 2.67%的大学

生表示经常讨论，有 30.23%的大学生表示偶尔与周围同学讨论

过，有 67.09%的大学生表示从未讨论过该话题。从以上调查结

果我们可以看出，有超过 30%的大学生与周围的同学讨论过大学

生自杀现象，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其摆脱

自杀心理问题带来的困扰，也是当前高职院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重

要课题。 

（4）对大学生自杀（自残）行为的态度。在对大学生自杀

事件频繁发生的态度一题当中，有 8.02%的大学生表示跟我没关

系，有 33.02%的大学生表示惋惜，有 9.07%的大学生表示理解，

有 7.67%的大学生认为自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有 40%的大学生

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 2.21%的大学生埋怨社会。如表

5 所示。 

表 5  对大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态度统计表 

对大学生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态度 

 频率 百分比 

跟我没关系 69 8% 

惋惜 284 33% 

理解 78 9.1% 

认为自杀的人很蠢 66 7.7%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344 40% 

埋怨社会 19 2.2% 

总计 860 100% 

而对于如果自杀的人是调查者认识的人自杀（自残）的态度

一题中，我们发现了明显的变化。选项由上一题的“跟我没关系”

中的 8.02%降低到了 2.33%。选项“惋惜”由上一题的 33.02%提

高到了 55.35%。说明对于调查者来说，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关注

度不高，有待于进一步的宣传和干预。 

3.3 大学生对大学生自杀（自残）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与原因 

（1）大学生对大学生自杀（自残）的行为产生的影响。自

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题中有 2.33%的大学生认为影响了大学

生的形象，有 59.53%的大学生认为让朋友和家人伤心，有 27.56%

的大学生认为会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有 10.58%的大学

生认为影响社会安定。 

（2）大学生对生命及责任感的理解情况。大学生在对生命

及责任感的理解当中，有 40.23%的大学生认为要对得起父母、

社会和国家，有 19.42%的大学生认为是为自己而活，有 34.88%

的大学生认为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有 1.4%的大学生认

为生在这个世界上本不是我的选择，有 0.58%的大学生认为生命

的意义在于获得其他人的认同，有 3.49%的大学生认为对生命和

责任感没有什么感觉。从以上数据当中可以看出，该校应该对生

在这个世界上本不是我的选择、生命的意义在于获得他人的认

同、以及对生命和责任感没有什么感觉的同学进行特殊的关照和

干预。 

（3）大学生对大学生采取自杀行为的心理问题情况。在大

学生认为采取自杀行为的大学生存在什么样的心理问题一题中，

有 78.02%的大学生认为心理承受能力差，有 65.81%的大学生认

为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较差，有 54.88%的大学生认为缺乏社

会责任感，有 52.79%的大学生认为缺乏理想和追求，有 60.81%

的大学生认为冲动行事，有 69.65%的大学生认为常常悲观厌世、

所在年级与性别交叉表 

所在年级 男 性别占比 女 性别占比 总计 

计数 272 39.9% 84 47.2% 356 大一 

 年级占比 76.4%  23.6%  100% 

计数 248 36.4% 80 44.9% 328 大二 

 年级占比 75.6%  24.4%  100% 

计数 162 23.8% 14 7.9% 176 大三 

 年级占比 92.0%  8.0%  100% 

计数 682 79.3% 178 20.7% 860 
总计 

年级占比 79.3%  20.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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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否定，有 65.47%的大学生认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4）大学生对大学生可能导致大学生自杀原因的情况。在

大学生认为可能导致大学生自杀的原因一题当中，有 80.81%的

大学生选择了学习和就业压力大，有 76.05%的大学生选择了生

活压力大，有 51.7%的大学生选择了自我期望太高，有 70%的大

学生选择了性格孤僻、人际关系敏感，有 75.81%的大学生选择

了受到了重大打击，有 56.4%的大学生选择了因为牵扯到贷款、

赌博、色情等事件不敢面对他人。 

由于在调查当中，笔者发现导致大学生自杀的原因占比最多

的是学习就业和生活压力，因此我们对压力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和研究。首先，在压力来源一提中，有 43.14%的大学生认为来

源自家庭，有 72.67%的大学生认为来自于学习和就业，有 55.4%

的大学生认为来源于生活，有 44.42%的大学生认为自我施压，

有 45.93%的大学生认为来自于社会。其次，对于如何看待压力

一题中，有 15%的大学生会逃避，有 73.6%的大学生会积极面对，

有 31.74%的大学生不知从何入手，有 48.37%的大学生会顺其自

然。 

3.4 大学生自杀（自残）行为的预防 

在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一题中，有 64.88%的大

学生认为可以开展科普讲坛，有 71.98%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可以

开办心理辅导室，有 43.84%的大学生认为可以实施挫折教育，

有 53.49%的大学生认为自我预防，有 66.4%的大学生认为发动学

生积极开展社会问题的讨论。在预防大学生自杀行为的一题中，

有 85.12%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和家长可以建立沟通桥梁，多关注

学生的心理和行为状态，有 63.95%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可以不定

期组织学生进行心理测试，有 61.28%的大学生认为大学可以邀

请其他专家进行心理讲座。 

4 讨论与建议 

4.1 利用新媒体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在实证调查研究中，有 42.67%的大学生不知道学校近年来

有没有自杀现象，有 39.18%的大学生完全不关注各起相关的大

学生自杀事件。但却有 21.16%的大学生想过在遇到挫折时，以

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有 32.9%的大学生有跟周围同学

讨论过大学生自杀现象。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和

社交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高校应该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相关

信息和引导舆情，占据主动地位。高校在对于大学生自杀心理教

育当中不应该掩饰和隐藏自杀事件，应该利用新媒体做好舆情的

引导工作，让大学生从相关事件中引以为戒。例如，高校可以建

立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有关心理教育

的信息，及时回应和解决学生和社会公众的关切和问题。 

媒体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之一，其报道内容和方式对于社

会公众和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各大媒体在报道大学生自

杀事件时，应该遵循客观、公正、还原事实的报道原则，不夸大、

不缩小、不歪曲大学生自杀或自残事实真相，为公众和学生提供

真实、全面、客观的信息和服务。 

4.2 解决好大学生各种压力源问题 

大学生心理压力源问题会对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诸

多负面影响。首先，过度的心理压力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

量，使他们难以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其次，心理压力还可能导致

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问题，如与同学、老师或家长关系紧张，

甚至会产生孤独感和抑郁情绪。此外，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

会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免疫系统功能，使他们在面对疾病时更

加脆弱。最后，心理压力问题还会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

应能力，如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

方面的培养。如果不能解决好大学生面临的各种压力源问题，很

容易使学生产生自杀心理。 

因此，解决好大学生心理压力源问题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

共同关注和努力。只有高校通过建立健全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加强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以及建立完

善的社会支持体系等多方面的措施，才能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和面对各种压力的应对能力。 

4.3 建立起健全的心理教育机制 

高校是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和生活场所，也是其心理问题最容

易产生和最容易解决的场所之一。因此，高校应该建立起健全的

心理教育机制，对于大学生的自杀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发现、干

预、引导和治疗。这包括建立心理辅导中心、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等。同时，高校应该加强对于心理教育

师资力量的培养和管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水平，确保

他们能够有效地帮助和引导学生解决心理问题。高校应该通过心

理健康课程、讲座、论坛等方式，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自

己的心理问题。同时，高校应该加强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其心理素质和自我调适能力。 

此外，高校应该加强对于学生心理事件的发现和干预。高校

应该建立起健全的学生管理机制，对于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实时

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和处理学生的自杀心理问题。同时，高校

应该加强对于校园内外的心理健康服务的整合和管理，建立起有

效的心理援助机制，确保学生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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