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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因素会导致大学生有焦虑

的情绪，包括不断增加的就业难度，情感问题的处理没

有经验，不能与同学老师融洽相处，增多的课业负担等

等。此类问题所导致的不良情绪常常会影响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在疫情以来，更

多的大学生因为封控的原因变得更加焦虑，2020 年突发

疫情把很多大学生阻隔在家里进行网课学习，培养了很

多不好的习惯产生了一些焦虑，2022 年三月以来突发的

疫情使得很多大学生不得不在宿舍上网课，狭小的空间、

严格的封控措施增加了大学生的焦虑情绪。疫情的全球

蔓延使得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有很多公司进

行裁员，就业压力愈来愈大，校内竞争、校外竞争导致

了更不融洽的人际关系问题，造成更多压力，长时间的

封控于校园之中致使更多的人暴露自己的问题，与舍友

的相处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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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因素会导致大学生有焦虑的情绪，特别是疫情以来更多的大学生因为封控的原因

变得更加焦虑，大学生的焦虑情绪会影响自己的学业以及学校的管理，因此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本文设立问卷，

调查分析了疫情防控下大学生的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并根据调查数据构建影响大学生焦虑情绪的多元回归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首先，大学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显著影响大学生的情绪；其次，音乐特

别是古典音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疫情防控下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其他类型的音乐或者音乐的节奏没有表现出显

著性；另外，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的学业压力能够增加焦虑情绪。作者根据所得结论分别提出疫情防控下调节大学

生情绪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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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more and more factors will cause college students to have anxiety, especially since the epidemic, 
more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more anxious due to lockdown, and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will affect their own studies 
and school management, so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adjust. This paper sets up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unde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nstructs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at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ncludes: first,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universities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mo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Secondly, music, especially classical music, can alleviate the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other types of music or the rhythm of music do not show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he 
academic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can increase anxiet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regulating the emo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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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焦虑的情绪必须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改善，

作者认为合适的音乐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定的焦虑情

绪。因此本文将会研究在疫情防控下音乐对于大学生的

焦虑情绪的舒缓效应，以帮助更多的大学生摆脱此类困

难。在本文第二部分将对音乐功能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

然后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根据调研所得数据构建计量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二、音乐功能的相关文献梳理

音乐对很多群体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这个结论被很

多学者已经证实。孟展（2013）以在校初中生为研究对

象，探讨音乐教育对于中学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效果，帮

助中学生建立自我情绪调节机制；王文慧，张健（2016）

认为逐渐增多的老龄化现象使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受

到了影响，而音乐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生理和心理的调

节，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戴健雨（2019）从不同方

面对用音乐治疗自闭症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音乐对自闭

症的治疗具有实践成效；王珊，关春荣（2020）研究认为

奥尔夫音乐教学能够提高孤独症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

对于音乐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方面

去进行研究。张晓敏（2015）采用实验分析法用音乐活

动的形式对 26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八周的缓解压力情绪

实验，结果表明音乐活动能够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压力情

绪，有规律有计划有组织的音乐活动对大学生缓解压力

情绪有更显著的作用；郭亚等（2015）采用多种方法揭

示音乐鉴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认为主动性音乐

鉴赏能够显著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进而提出大学

生因增加音乐鉴赏的主动性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王小

露（2015）通过案例分析法证实音乐治疗能够对大学生

创业心里的认知、动机、情绪以及能力障碍有一定的治

疗作用，提出加强音乐治疗普及，提升大学生创业心理

素质，增强创业能力；钟代琴（2016）对开展团体音乐

治疗大学生抑郁情绪进行了探讨，认为新型的团体音乐

形式有利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改善。

还有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的音乐以及不同音乐的特点

也对大学生焦虑情绪有不同的调节作用。黄卫平（2007）

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专家访谈法和实

证方法，随即分层抽取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景

点音乐对于大学生情绪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乐曲能

导致不同的情绪，乐曲的速度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比较

显著，慢速的乐曲容易诱发大学生忧伤、悲哀、烦躁的

负面情绪，快速的乐曲大多数导致大学生愉悦、兴奋的

正面情绪；何若兰（2019）在前人研究音乐期待基础上

进一步细化和证实了不同音乐旋律影响情绪体验的普遍

性，同时提出音乐旋律的情绪体验也受到时间的影响；

李响（2021）探究了紧张 - 舒缓型与紧张 - 欢快行音乐对

缓解大学生焦虑的实际效果，帮助大学生找到改善消极

情绪的方法，提高情绪调节能力，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

综上所述，音乐对人的情绪的缓解有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对像大学生一样的年轻人有更多的作用并且已经

被很多学者所证实。然而针对疫情防控下音乐对大学生

的缓解作用并没有很多学者去涉及，而在疫情期间，学

校严格的防控政策对学生的情绪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很

有必要进行研究。因此，作者将对大学生进行调研，根

据调研建立模型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

首先是因变量的选取。由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疫

情对大学生焦虑情绪的作用，因此本文的因变量选取疫

情期间大学生情绪焦虑的程度。作者在调查问卷中采用

打分的方法，对受访者不同的选项进行打分来衡量焦虑

的程度，用 emo 来代表。

然后是自变量的选取。本文的研究问题与疫情有关，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选取与疫情封控有关的变量如疫情期

间学校封控的严格程度，作者采用让受访者打分的方式

来衡量，用 cov19rule 来代理，另外学校封控的时间也会

对情绪产生影响，用 cov19time 来表示。作者提出假设，

封控措施越严格，封控的时间越长，对学生的限制越多，

越容易使学生产生焦虑的情绪。

由于本文研究疫情防控下音乐的对焦虑情绪的舒缓

效应，因此作者设计了音乐相关的变量，作为新增自变

量，其中包括每周听音乐的时间，用 music-time 来表示，

经常选择的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分别用 music-type 和

music-style 来表示。作者提出假设，疫情期间听音乐的

时间越长，按经验，可以舒缓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此外，

音乐类型和音乐风格的不同也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焦虑

情绪。作者在模型中加入疫情防控与音乐特征相关变量

的交互项来衡量疫情防控与音乐对大学生焦虑情绪的共

同作用。

最 后 是 控 制 变 量 的 选 取， 由 于 大 学 生 的 情 绪 除

了 受 到 疫 情 影 响 之 外， 学 校 课 业（univ-work）、 考 试

成 绩（univ-GPA）、 同 学 关 系（univ-rela）、 社 会 竞 争

（competi）也是让大学生情绪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作

者提出假设认为，学校课业越繁重，对考试成绩越担忧，

与同学关系矛盾越多，就业压力越大，社会竞争压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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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越容易感到焦虑。

（二）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变量的解释，作者构建疫情对大学生情绪

影响的多元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

emo=β0+β1cov19rule+β2cov19time+β3cov19+βjmus

icj+βγcov19*music+βicontrol+μi （1）

这 里 emo 是 指 受 访 者 焦 虑 的 程 度，cov19rule 是 指

学 校 封 控 的 严 格 程 度，cov19time 是 指 学 校 封 控 时 间，

cov19 是指是否有新冠病例，musicj 是指所有音乐相关

的变量，包括听音乐的时间、音乐类型以及音乐风格，

cov19*music 是指新冠疫情防控和 music 的交互项能够反

映两者对大学生情绪的共同作用，也能够衡量音乐在疫

情防控下的调节作用，control 是指所有的控制变量，包

括 学 校 课 业（univ-work）、 考 试 成 绩（univ-GPA）、 同

学关系（univ-rela）、社会竞争（competi）。β0 是截距，

β1、β2、β3 和 βj 是自变量的系数，βi 是控制变量的

系数，μi 是误差项，为了研究疫情期间音乐对大学生的

影响，或者在实证分析时会加入疫情和音乐的交叉项来

衡量。

四、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结果展示

以疫情防控及音乐特征相关变量为自变量，作者构

建在疫情期间影响大学生情绪的多元回归模型，疫情防

控下音乐对大学生焦虑情绪的缓解作用。结果发现与疫

情防控想逛变量显著影响了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如学校

防控严格程度、学校是否有新冠病例；音乐特征相关变

量中只有经典音乐类型比较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中，就

业竞争压力以及学生成绩也能够显著的影响大学生的焦

虑情绪。由于模型中有很多重要变量不显著，因此作者

怀疑模型变量之间有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

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模型逐步回归估计结果

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关注疫情防控下音乐

对大学生焦虑情绪的影响，因此作者在模型中添加疫情

防控与音乐特征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加入疫情防控与音乐特征交互项估计结果

（二）模型的相关检验

首 先 进 行 拟 合 优 度 检 验， 根 据 表 1 和 表 2 结 果，

R-squared 值均在 38% 左右，表明模型的解释程度仍需要

加强，但目前模型中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大学

生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并且加入疫情防控和音乐特征

的交互项之后，R-squared 还有一定的增加。

然后作者进行显著性检验，由表 1 和表 2 可知在用逐

步回归方法估计后，去除了可能存在共线性的变量，目

前模型中所有变量均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

与疫情相关的变量，如疫情防控程度（cov19-rule）和学

校是否有新冠病例（covid-19）的显著性水平低于 1%，

音乐特征相关变量（music-stycla）的显著性水平也在 1%

以下，表明模型中各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于变量

的联合显著性，主要依据模型统计结果中 F-value，表 1

和表 2 结果中显示，F 值对应的 P-value 均小于 1%，表明

模型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 F 检验。

最后进行残差检验，由于模型已经采用了逐步回归

方法进行估计，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对于模型是否有异方差作者采用 BP 方法进行检验，结

果 如 表 3 所 示。 表 3 结 果 显 示，Obs*R-squared 对 应 的

P-value 为 0.0002，表明拒绝同方差的假定，模型具有异

方差，因此作者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结果如

表 4 所示，结果显示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后所有变

量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R-squared 达到了 98% 以上，

结果好于逐步回归方法的估计。对于自相关检验，本文

采用 DW 方法进行检验，当样本量 n 等于 408，自变量的

个数 k 等于 7 时，查 DW 表，得到 DL=1.57，DU=1.78，表

2 和表 4 结果显示逐步回归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

果中 DW 值分别为 1.67 和 1.71，均超过了 DL 值，表明模

型不存在自相关，通过了自相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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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模型异方差的BP检验结果

表4　模型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加权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

如公式 2 所示：

emo=1.77+0.45cov19rule+0.74cov19+0.35musicsty

lcla-0.32covid19*musicstylcla-0.18competi+0.18uniGPA-

0.10male+μi （2）

由公式 2 结果显示，疫情防控程度以及学校疫情是

否具有新冠病例，都能够显著地增加大学生焦虑情绪，

加入音乐与新冠疫情的交互项之后，系数显著为负，表

明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在疫情防控下能够缓解大学

生的焦虑情绪；除此之外，与女大学生相比，男大学生

的焦虑情绪比较小一些；与就业压力相比，疫情期间大

学生的学业压力更大程度上引起大学生的焦虑。

五、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大学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显著影

响大学生的情绪。大学生所在大学，疫情防控措施越严

格，比如封闭式管理，不允许接受学校外物品，大学生

的情绪会越焦虑；如果大学有新冠病例，大学生的情绪

会变得更加焦虑。因此建议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能够考

虑到大学生的情绪变化，安排专人对大学生进行情绪观

察与疏导。

其次，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在一定晨读上能够缓解

疫情防控下大学生的焦虑情绪，其他类型的音乐或者音

乐的节奏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因此建议大学生能够对疫

情防控树立正确的认识，必要时提高音乐鉴赏能力从而

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另外，建议大学生提高对古

典音乐的鉴赏能力与修养，使自己在疫情防控下变得更

加安静，培养自己豁达的心理，减少焦虑情绪。并且建

议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利用音乐来调整情绪，多听古典的，

有内涵的，积极向上的音乐，塑造自己不断进取的人格，

尽量使自己的情绪免受外界的影响。

另外，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的学业压力能够增加焦

虑情绪。作者建议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及任课老师尽量关

注大学生的情绪波动，在课程大纲的允许范围内减小大

学生的学业压力，使他们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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