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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自杀倾向的研究综述及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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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世界卫生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会有 100 万的人死于自杀。目前，大学生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一个学生的

自杀会为一个家庭带来持续的痛苦，做好大学生自杀倾向的预防就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对自杀倾向概念界定、大学生自杀倾

向的相关研究以及大学生自杀倾向的教育建议进行了阐述。研究中所探讨的自杀倾向仅是指狭义的自杀倾向，仅仅指自杀意

念，即个体产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或愿望，但尚未付诸实际行动。通过对大学生自杀倾向的概述引导人们关注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为预防自杀行为提供建议，以减少令人悲痛的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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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迈向社会的关键准备期，面临一定

的学业压力，人际冲突，同时应对挫折能力不够成熟，自我

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焦虑、抑郁、绝望等负性情绪不

可避免地成为他们的困扰。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发现，

自杀是 15-29 岁年龄组中的第二大死亡原因[1]。目前大学生

自杀事件频频发生，引起来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自杀会给家

人的生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大学生是国

家的青年一代，肩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大责任使命。

本研究对自杀倾向的已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自杀倾

向概念界定、大学生自杀倾向的相关研究以及大学生自杀倾

向的教育建议。根据已有结果为预防学生自杀行为提供合理

建议，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指导提供理论支持

1 自杀倾向的概念

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对自杀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对于自杀的相关定义仍存在很多争议。自杀倾向无疑是自

杀相关概念之一，从字面解释就是自杀的想法，即自杀意念，

那么自杀倾向是否包含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这两种成分呢，

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定义。Pokorny（1974）最早从心理学

角度提出自杀意念概念，即“有解决自己生命的想法，但尚

未付诸行动”。郑爱明等人的研究中认为自杀倾向的概念是

个体基于一些因素即将准备自杀或者实行自杀行动的一种

心理活动，不包括自杀已遂[2]。而王中杰认为大学生自杀危

险是指大学生个体有意采取的以结束自我生命为目的的任

何想法和行为，包括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三种[3]。

综上研究观点，大学生自杀倾向更多的涉及自杀意念，

即个体产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或愿望，但尚未付诸实际行

动。

2 大学生自杀倾向的相关研究

2.1 自杀相关变量的研究

整合已有研究发现，自杀倾向的研究集中在与幸福感、

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生命价值感、日常压力生活事件等相

关因素。

李晓萍等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幸福感与社会支持与自杀

倾向显著负相关，幸福感与社会支持越高，自杀倾向就越低

[4]。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人，保护性因素强，个体的动态平衡

就不会打破，甚至可能因为越挫越勇，让个体的心理韧性水

平进一步提高，个体就不会产生自杀倾向。心理韧性水平低

的人，则会通过药物滥用、危险行为等来应对危险生活事件，

产生自杀倾向[5]。苏斌原等人的研究发现生命意义在大学生

日常生活压力事件和自杀倾向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6]。

熊燕的研究结果表明生存理由可以缓冲压力性生活事件对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促进作用[7]。这提示高校亟需开展生命价

值观教育、学生幸福感的培养、心理韧性的锻炼等，并在心

理普查中加入对学生幸福感、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生命价

值感、日常压力生活事件的检测，注意识别发生高生活压力

事件的学生。通过相关变量的干预以减少学生心理危机事件

的发生。

2.2 自杀的干预方法研究

张京成从社会学的角度引入小组社会工作的方法对自

杀倾向大学生进行干预和治疗，结果发现看、能够降低大学

生自杀意念[8]。比起个体的咨询，团体工作更能省时省力，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引导组员在团体活动中互动，

促使成员彼此建立关系。郑爱明的研究中对自杀倾向的个案

引入家庭治疗，家庭治疗对提高家庭成员的自尊、自信和自

主程度即独立性程度更有效。家庭治疗对提高的总功能，家

庭的行为模式和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和认同有效，家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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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比认知行为治疗效果更显著[9]。家庭为个体的心理提供

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学生出现心理困扰，明显与家庭因素有

关。除此之外，也有学者研究尝试正念冥想对自杀倾向的积

极干预作用。

3 大学生自杀倾向的教育建议

高校是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开展重要的场所，目前，高

校心理咨询队伍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已成

为高校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的常用模式。在已有的工作基础

上各高校需加强心理咨询队伍的培养与相关制度的完善、加

强家园共育、提升学生的生命价值感与意义感等。以下将从

教师层面、家校层面、学生层面三个角度为预防学生的自杀

倾向提供教育建议。

3.1 各高校需加强心理咨询队伍的培养与相关制度的完善

老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各高校也应该为教师提供

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以顺应与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中学生日益

更新的不同需求。如朝鲁蒙研究中认为高校应组织心理咨询

师、社工、辅导员、老师、宿舍管理人员等集中学习并掌握

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其他干预自杀的理论和技巧，进行心理危

机预警知识的培训[10]。同时较多高校的自杀预防和干预制度

仍需要进一步改善。可以参考以下几点：①心理健康知识的

持续有效宣传，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心理问题并积极接受心理

疏导；②面向学生开设 24小时心理服务热线，在学生有自

杀困扰时可以及时得到心理援助；③开设精神病症课程，让

学生了解精神病相关问题；④开展朋辈辅导，从学生选拔成

员，成立学生自杀干预分会，进行培训。使学生自杀倾向能

够从心理学角度得到更有效的干预和心理疏导，为大学生们

提供帮助与心理支援。

3.2 家校共育，携手促进孩子心灵成长

家庭是学生的重要人际支持来源，当学生存在一定心理

困扰时，学校及时与家长沟通，可以让家长及时了解学生，

积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关心与爱护。

同时，学校可以向家长普及心理学知识，出现心理问题是成

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面

临心理困扰，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观念，消除对心理疾病的病

耻感。

3.3 学生的生命价值感与意义感的教育

自杀实质上也是一种价值选择，如果大学生在价值观上

存在困惑或偏差，就容易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不够全面，理解

不够深刻，从而迷失在生命价值的取向上，缺乏责任感、使

命感，这可能是造成大学生自杀事件的罪恶源头之一。李晓

萍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通过正向的积极态度，对个体的主观肯

定，对生命及社会充满信心，对客观物质条件的体验满意，

从而促使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减少自杀极端倾向的发生几率

[4]。因此，在生命意义的教育上，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态度、

喜欢与悦纳自己、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等，更有利于学生感受

到生命的美好，从而热爱生命。

4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对自杀的倾向的干预方法介绍

的不深入。主要原因是对于自杀的倾向的干预在实践的应用

中相对较少，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并且还应更系统的探索其

内在的生理心理机制。在学科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相结合的

当今形势下，我们需要创新性的使用新的方法和各种方法的

结合以进一步的不断探索，对自杀倾向的干预理论进行进一

步的建构。同时要让更多的自杀倾向的干预研究应用到我们

的实际生活中去，让处于自杀倾向状态下的学生消除想法或

意图，感受到更多的生命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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