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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攻击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

件所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政府、卫生部以及社会全体人员都要

以一种警惕的态度去面对。高校传染病史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种，

其主要范围在高校内，其会影响高校中正常教育的进度、大学生

正常的学习以及生活环境，对高校内的学生教师以及周边商家都

存在一定的健康威胁[1]，传播类型有两种：校内人群交叉感染以

及校内人员和社会人士的接触感染。高校大学生正是经历了新冠

肺炎、SARS、甲型H1N1流感等一系列爆发性较强的传染病的爆

发，才使得公共卫生专家投入了大量精力。尽管如此，引领大学

生正确面对和防御高校传染病成为了重要课题，疏导大学生的应

激心理并找到有效的应对机制，让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心理救援

得到保障，这不仅是对高校心理学研究的以此挑战，更是现在公

共卫生研究的重要方向。

1  高校传染病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特征及原因分析

1.1 高校传染病应激的大学生心理反应

应激概念较为广泛，其通过应激源，通过应激反应与各方面

因素相互反馈和调节的系统，其涵盖了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等三

方面的变化。心理应激反应是人面临紧张或刺激行为而产生的一

种反应。而应激源则指的是导致产生应激反应的因素，其范围十

分广泛，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有来自心理、生

理、物理以及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因素[1]。据调查，大学生面

临传染病产生的应激反应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大多数表现

为紧张、焦虑，这种应激反应较为普遍，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较

为焦躁，面对事情较为悲观，急躁。这类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会密

切关注相关信息，保护措施做的较好。但由于其情绪轻度焦虑，在

面对信息和相关事件面前难以正确应对，会产生一种猜忌和怀疑

的心理。（2）选择轻视，盲目乐观，这类表现较为不成熟，选择

逃避现实，在面对传染病时会直接否定或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部分大学生凭借运气和身体素质佳的借口来轻视传染病的严重性，

日常生活也是冷漠和不屑的态度，不在第一时间做做好防护和隔

离措施。（3）急性应激障碍。这类表现情况较为严重，会伴有过

度紧张和焦虑，甚者有经常性的失眠现象；对现实生活悲观、抵

触；防护工作过度；敏感多次；影响正常的生活能力；持续时间

较长，对机体抵抗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1.2 高校传染病对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2.1 由于个体差异造成的认识不同

谢雪妮[2]等随机选择了3所昆明市内的高校，通过分析大学生

的健康状态以及对传染病的防护态度和学习意愿，最终发现普通

学校对于不同类型的传染病的认知远远不及专业的医学类院校学

生，其中，医学类院校里的学生在传染病预防方面的学习主动性

最强，而综合院校最低。陈旭华，刘辉[3]主要研究不同类型大学

生在面对甲型H1N1流感所产生的心理应激的差异性，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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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的大学生间的差异性较为明显。符国帅等[4]以“非典”为

例，分析了京渝两地民众的心理特征，最终发现两地居民面临的

疫情状态不同，其产生的社会心理也存在较大区别，但其对疫情

的认知以及表现出的反应和适应能力符合社会心理的总趋势。总

的来说，专业的医学院校由于受到专业性的影响，对传染性的认

知和预防能力较强，相应的，综合类院校学生最容易忽视传染病

的危害，因此非医院学校要宣传传染病对高校以及社会产生的危

害性，加强知识预防教育。其中对于大一大二新生，要考虑到其

年级较小、心理承受能力差，在面对环境的大程度变化以及沉重

的学习负担时会手足无措，缺乏分析的理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心理问题。

1.2.2 群体环境存在很多隐性的传染因素

高校通常为寄宿制，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环境，在同一

环境下生活的人口数量密集，这就加大了传染病爆发的几率，但

也不排除存在其他潜在的传染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基

础卫生设备滞后，部分高校的医疗机构建设只满足基本要求，无

法满足疫情防控管理的需求；二校园周边餐饮管理力度低，存在

食品卫生安全隐患，加大了传染病传播的几率；三学生的聚集性

和流动性强，容易把传染源带进校门，同时加大了交叉传染的可

能性；四不同类型的高校对传染病的宣传和防控程度不同，当代

大学生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薄弱，公民意识差[5]，给学校传染病

的防控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正是如此，在面对同一传染病时，不

同高校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不同，这也使得大学生对传染病的认

知和感受各异，总的来说，加强校园的防控力度能从根本上减轻

大学生面对传染病所产生的应激反应。

2  高校传染病对大学生心理影响的主要研究特点

近几年，人们利用访谈法、调差问卷法以及心理测量和心理

咨询等方法来探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问卷调差和心理

测量法的使用率最高。其问卷的主要内容主要针对乙肝等常见传

染病、“非典”、甲型 H1N1 流感等突发性传染病、HIV 及性传播

疾病等特殊传染病。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生，通过收集其性别、年

级、专业以及生源地等基本信息来评价其面对传染病的心理状况，

随着近几年的发展，结合心理干预的研究成为了新趋势。

3  高校传染病对大学生心理影响研究的不足

3.1 思想文化差异不同

面对传染病的出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价理论缺少本土化

特征，且其评价标准和实践方面无法统一。戴和圣等人的研究表

明[6]，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健康评价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价

标准成为了当务之急。目前的研究主要在国内外现存量表的基础

上进行简单的调差和验证，这种评价标准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将

国外研究工具的优点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国内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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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二者磨合成一个符合国内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的有效工具，并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研究方法。

4  对高效管理的建议

4.1 积极心理学疏导

积极心理主要表现为乐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积极的生活

态度和机能会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的积极本能，积极心理学的研究

主要围绕积极的主观体验、个性特征及发展而展开。积极心理学

的内容表现在：人类即使患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或面临极为糟糕

的状态，都本着一种满意和乐观的态度。加强积极心理学知识的

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舒缓学生的焦虑和压力，让大学生在面对突

发事件时能在一种乐观积极和思绪清晰的情况下去处理事情。加

强宣传和教育，让大学生更深如的了解“从小事做起”和“从眼

前做起”的重要性，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给大学

生更多的道德体验，将突发卫生事件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5  结语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来自各方各面，高校传染病只是其中

之一，社会环境的进步、学业的困难、人际关机的复杂、就业以

及身体健康都在摧残着大学生的精神状况。因此，在此项研究中

要本着发展的角度利用多维度的动态观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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