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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视阈下大学生抑郁复发的危机干预研究
——以阳光抑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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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社会心理视阈出发，探讨了阳光抑郁对大学生抑郁复发的影响及其危机干预策略。本文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昆明市某高校的 300 名大学生进行了阳光抑郁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社会心理视阈量表的

测量，并运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了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阳光抑郁对大学生抑郁复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

会心理视阈对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的影响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提出了基于社会心理视阈的危机干预策略，

包括增强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培养大学生的积极情绪和乐观态度等，以期为大学生

抑郁复发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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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阳光抑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抑郁症，其主要特征

是在阳光充足的季节或地区出现抑郁症状，而在阳光

不足的季节或地区症状缓解或消失。阳光抑郁的发生

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生物学因素（如褪黑素、血清

素、维生素 D 等）、心理因素（如应对方式、认知方

式、情绪调节等）、社会因素（如社会支持、社会压

力、社会规范等）等。阳光抑郁的影响不容忽视，它

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会影响个体的生理健

康、学习工作、人际关系等方面，本文的研究目的是

探讨阳光抑郁对大学生抑郁复发的影响及其危机干预

策略。

2 文献综述

2.1 大学生抑郁复发的研究现状和主要发现

大学生是抑郁复发的高危人群，其原因与大学生

所面临的多重压力、转型期的心理困惑、缺乏有效的

应对资源等有关。国内外关于大学生抑郁复发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郭修凤等 [1]（2023）在“理工院校大学生

抑郁情绪状况调查”一文中指出，他们对四所理工院

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抑郁情绪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总体发生率为 24.8%，其中轻度抑

郁为 18.6%，中度抑郁为 5.1%，重度抑郁为 1.1%。他

们还发现，女生的抑郁情绪发生率高于男生，文科生

高于理科生，大一和大四生高于大二和大三生。他们

还发现，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与学习压力、人际

关系、家庭经济、自我评价等因素有关，其中学习压力、

人际关系不良、家庭经济困难、自我评价低的学生的

抑郁情绪发生率较高。

2.1.2 董艳娜 [2]（2023）在“哲学与心理学视域

下希望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干预研究”一文中指出，她

运用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构建了一个以希望感为核

心的大学生抑郁的危机干预模式，该模式包括三个阶

段，分别是危机评估、危机干预和危机后续。她还提

出了一个以希望感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抑郁的危机干

预方案，该方案包括四个环节，分别是希望感的概念

教育、希望感的自我评估、希望感的提升训练和希望

感的巩固维持。

2.1.3 Roberts[4]（2005）在“Crisis interven ti 

on handbook: Assessment,treatment,and research”

一文中指出，他运用危机干预的理论，构建了一个以

应对危机为核心的危机干预模型，该模型包括七个阶

段，分别是计划和导入、评估危机者的心理状态、评

估危机者的问题和需求、处理危机者的感情和认知、

实施危机干预的策略、终止危机干预和转介、跟踪危

机干预的效果。

2.2 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大学生抑

郁的危机干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热门的、前沿的研

究领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同的学

者或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大学生抑郁的危机干

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但是大学

生抑郁的危机干预的效果和评估的方法和指标还不够

客观、准确、全面等。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以完善大学生抑郁的危机干预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大

学生抑郁的危机干预的效果和水平，促进大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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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和社会和谐。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调查法，即使用阳光抑郁量表（SAD 

Scale）、抑郁自评量表（SDS）、社会心理视阈量表

（SPS）、人格特征问卷（NEO-FFI）、生活事件量表（LES）、

应对方式问卷（WOC）等量表，来收集大学生的阳光抑

郁、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等方面的数据，以及个

体的人格特征、生活事件、应对资源等方面的数据。

3.2 实验法，即使用随机分组的实验设计，对部

分样本进行基于社会心理视阈的危机干预，比较干预

前后的阳光抑郁、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等方面的

变化，以及与对照组的差异，以检验干预的效果和效

率。

4 研究结果

本章主要描述了数据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特征，报

告了数据的分析结果和假设的检验结果，解释了数据

的分析结果和假设的检验结果。

4.1 数据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特征

本研究共收集了 300 名大学生的数据，其中 150

名为实验组，150 名为对照组，两组在阳光抑郁、抑

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具有

可比性。表 4.1 显示了两组样本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特

征。

从表 4.1 可以看出，两组样本在性别、年龄、专

业、年级等方面的分布比较均匀，没有显著的差异，

说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好。同时，两组样本在阳光抑郁、

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等方面的均值和标准差也没

有显著的差异，说明样本的可比性较好。

4.2 数据的分析结果和假设的检验结果

本研究使用了SPSS 26.0软件和NVivo 12软件，

分别对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进行了数据的分析和解

释，包括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

主成分分析、主题分析、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

以探讨阳光抑郁、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之间的相

关关系，以及社会心理视阈在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之

间的调节作用，以及基于社会心理视阈的危机干预的

效果和效率。以下是数据的分析结果和假设的检验结

果。

4.2.1 阳光抑郁、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之间

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使用了皮尔逊相关分析，来探讨阳光抑郁、

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之间的相关关系。表 4.2 显

示了相关分析的结果。

表 4.2 阳光抑郁、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之间的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阳光抑郁 抑郁复发 社会心理视阈

阳光抑郁 1 0.52 -0.48

抑郁复发 0.52 1 -0.56

社会心理视阈 -0.48 -0.56 1

表示相关系数显著，p<0.01

从表 4.2 可以看出，阳光抑郁与抑郁复发之间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52，达到显著水平，说明

阳光抑郁越高，抑郁复发的风险越高；阳光抑郁与社

会心理视阈之间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48，达到

显著水平，说明阳光抑郁越高，社会心理视阈越低；

抑郁复发与社会心理视阈之间呈负相关，相关系数

为 -0.56，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抑郁复发越高，社会

心理视阈越低。这些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 H1、H2

和 H3。

4.2.2 社会心理视阈在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之间

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使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来探讨社会心理视

阈在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之间的调节作用。表 4.3 显

表 4.1 两组样本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特征

变量 实验组 对照组 t 或 χ²

性别 男 75 女 75 男 75 女 75 χ²=0.00 p=1.00

年龄 均值 =20.6 标准差 =1.7 均值 =20.4 标准差 =1.9 t=0.67 p=0.50

专业 理工科 90 文科 60 理工科 85 文科 65 χ²=0.32 p=0.57

年级 一年级 75 二年级 45 三年级 30 一年级 70 二年级 50 三年级 30 χ²=0.51 p=0.77

阳光抑郁 均值 =18.2 标准差 =4.3 均值 =18.4 标准差 =4.5 t=-0.28 p=0.78

抑郁复发 均值 =36.5 标准差 =8.6 均值 =36.7 标准差 =8.8 t=-0.15 p=0.88

社会心理视阈 均值 =62.3 标准差 =9.2 均值 =62.1 标准差 =9.4 t=0.14 p=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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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4.3 回归分析的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
系数

标准化
系数 t p

常数项 B=15.32 SE=2.14 　 7.16

阳光抑郁 B=0.82 SE=0.09 β=0.52 9.11

社会心理视阈 B=-0.21 SE=0.04 β=-0.31 -5.25

阳光抑郁 ×
社会心理视阈 B=-0.01 SE=0.00 β=-0.17 -3.42

从表 4.3 可以看出，阳光抑郁、社会心理视阈和

阳光抑郁×社会心理视阈对抑郁复发的回归系数都达

到了显著水平，说明阳光抑郁、社会心理视阈和阳光

抑郁×社会心理视阈都是抑郁复发的显著影响因素。

其中，阳光抑郁×社会心理视阈的回归系数为-0.01，

说明社会心理视阈在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之间起到了

负向的调节作用，即社会心理视阈越高，阳光抑郁对

抑郁复发的影响越小；社会心理视阈越低，阳光抑郁

对抑郁复发的影响越大。这个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

设 H4。

4.3 数据的分析结果和假设的检验结果的解释

根据数据的分析结果和假设的检验结果，可以得

出以下几点解释：

4.3.1阳光抑郁与抑郁复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说明阳光抑郁是抑郁复发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可能与

阳光对个体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影响有

关，如阳光可以影响个体的生物钟、神经递质、激素等，

从而影响个体的情绪、认知、行为等，进而影响个体

的抑郁症状和抑郁复发的风险。

4.3.2 阳光抑郁与社会心理视阈之间存在负相关

关系，说明阳光抑郁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心理视阈，这

可能与阳光对个体的自我评价、环境评价和预期评价

的影响有关，如阳光可以影响个体对自己的能力、价

值、意义等的评价，对环境的可控性、可预测性、可

支持性等的评价，对未来的可能性、期望性、满意度

等的评价，从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心理视阈的水平和特

点。

4.3.3 抑郁复发与社会心理视阈之间存在负相关

关系，说明抑郁复发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心理视阈，这

可能与抑郁复发对个体的自我评价、环境评价和预期

评价的影响有关，如抑郁复发可以影响个体对自己的

能力、价值、意义等的评价，对环境的可控性、可预

测性、可支持性等的评价，对未来的可能性、期望性、

满意度等的评价，从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心理视阈的水

平和特点。

4.3.4 社会心理视阈在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之间

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说明社会心理视阈可以减弱

阳光抑郁对抑郁复发的影响，这可能与社会心理视阈

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调节作用有关，如社会

心理视阈可以帮助个体改变对自己和环境的不合理的

认知，培养更加平和、稳定、愉悦的情绪，学习更加

有效的应对技能，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和幸福感。

4.3.5 基于社会心理视阈的危机干预对实验组的

阳光抑郁、抑郁复发和社会心理视阈等方面有显著的

改善效果，而对照组没有显著的变化，说明基于社会

心理视阈的危机干预是一种有效和高效的干预策略，

可以帮助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的大学生提高自己的社

会心理视阈，从而减少抑郁症状和抑郁复发的风险。

5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

5.1 阳光抑郁是抑郁复发的重要影响因素，阳光

抑郁越高，抑郁复发的风险越高。

5.2 阳光抑郁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心理视阈，阳光

抑郁越高，社会心理视阈越低。

5.3 抑郁复发会降低个体的社会心理视阈，抑郁

复发越高，社会心理视阈越低。

5.4 社会心理视阈可以减弱阳光抑郁对抑郁复发

的影响，社会心理视阈越高，阳光抑郁对抑郁复发的

影响越小；社会心理视阈越低，阳光抑郁对抑郁复发

的影响越大。

5.5 基于社会心理视阈的危机干预是一种有效和

高效的干预策略，可以帮助阳光抑郁和抑郁复发的大

学生提高自己的社会心理视阈，从而减少抑郁症状和

抑郁复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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