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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心理测评分析研究
——以临夏现代职业学院为例

汪文娟

临夏州职业技术学校 甘肃 临夏 731100

【摘  要】:为了解和掌握我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及时排查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预防心理危机的

发生 ,对我校某一年级新生进行了心理健康测评，并对测评结果进行了分析，针对结果提出了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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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心理测评情况

1.1测查对象的总体情况

我校某一年级新生共 1780人，施测 1605人，测查

率 90.17%。完成人数 1592人，完成率为 89.44%，其中

男生 455人，占 28.58%，女生 1150人，占 72.24%。

1.2测查工具及内容

此次测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学生的人口学资料，如姓名、

性别、民族、年龄、生源地等。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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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96 个项目，分为三级筛查，共 22 个筛查指标。其

中一级和二级筛查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筛查的核心，而

三级筛查主要反映学生心理困扰的来源以及提示可能的

潜在心理问题。

2筛查

2.1 一级筛查

幻觉等严重精神病性症状：主要评估个体是否存在

幻听、幻视、被害妄想等大学生群体中常见的精神分裂

症状。

自杀行为与意向：主要评估个体是否有过结束自己

生命的行为、准备或想法。

2.2 二级筛查

2.2.1内化心理问题

焦虑：主要评估个体是否烦躁，坐立不安，神经过敏。

忧郁：反映性的认知和身体方面与抑郁，压抑的感

觉和心情有关，主要被评价为代表性症状，表现为失去

动力和失去活力。 

偏执症：容易判断，主要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不良

的性格特征，如过敏，怀疑，固执的评论，并经常在警

觉和紧张的状态下回忆起来。 

自卑：评价是否缺乏客观的自我意识，不能适应，

自我纠正，自我授精等。 

敏感度：首先，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很多疑虑，

过度从事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琐事，过度受别人的评价和

看法以及其他不良性格特征的影响。 

社交焦虑：主要评价是否存在焦虑障碍，其特点是

由于害怕与人交往或公开讲话而试图回避，在他人面前

感到羞耻或羞愧，多表现为害怕交往。在与他人交往的

过程中，经常会有紧张，焦虑，坐立不安，焦虑等情感

体验。 

躯体化：主要评估一个人是否有精神障碍的身体迹

象，例如：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体育运

动的主观不适。

2.2.2外化心理问题

依附性：主要判断过度服从他人意志的人格不良性

和缺乏自立性是否严重，主要表现为自尊，过度服从和

缺乏活力。 

敌对攻击：首先判断个人在思想，情绪和行为上是

否表现为敌对，它主要表现在无聊，感觉事物陷入困境，

争吵和其他方面的不可控制的性质。 

冲动性：主要是根据个人是否有不良性格的倾向来

判断，其特征是情绪不稳定和无法控制，主要表现为突

然出现强烈愤怒和冲动的小刺激，甚至暴力或威胁行为。

后悔不能控制阻止攻击且有复发情况。 

强迫：对个体存在的评价，主要是指一个沉迷于刻

板印象，寻求过度怀疑和完美的人物的特征，其特点是

他明知是不必要但无法抹去的无意义的思想和行动。  

网瘾：人们主要因滥用网络或病态地使用网络而受

到吸引，主要表现为过度使用网络所造成的明显的社会

交往和心理上的损害。

自伤行为：主要评估个体是否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

的情况下，存在故意、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

织的行为。

进食问题：主要评估个体是否存在以进食行为异常

为显著特征的一组综合征。

睡眠困扰：主要评估个体是否存在睡眠过多、睡眠

过少或和睡眠相关的问题症状。

2.3 三级筛查

适应学校问题：评估一个人对大学校园生活，班级

群体生活，宿舍和住宿条件等的总体适应情况。 

人际问题：首先在与他人协调的过程中评估个体的

统一与和谐。 

学业压力：评估个人的适应程度，尤其是在学习期

间。 

工作压力：主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在就业或工作准备

方面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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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问题：评价个人的关注或不能恋爱的关注，尤

指在恋爱的过程中。 

3心理测查总体情况及分析

3.1各系（部）测查总体情况

表 1 心理测评检情况

3.2学生在测评量表各指标上的人数比重

在此次测验中发现，我校学生在躯体化指标上所占

人数较多，共 90人，表明这些同学存在心理障碍的躯体

化表现，例如胸闷、呼吸困难等；在自杀意图因子上检

测出 84人，此外 ,幻觉妄想症状、焦虑、自卑、自伤行

为等因子也检测出较多同学。具体如下：

按照全国常模，一级心理危机的筛查标准是自杀

意图指标任意一题得分 >=3分，或任意一个一级筛查指

标标准分 >=3；二级心理问题的筛查标准是任意一个二

级筛查指标标准分 >=3或任意一个一级筛查指标标准分

>=2。

表 2心理测评比重分析

4工作建议

4.1测查结果仅作为开展工作的参考

心理评价受一周内被试的主观感受影响，且测试结

果仅作为参考，考虑到测试的这种情况，时间间隔和被

试心理，应结合对学生的了解和观察，确定该结果不应

作为确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唯一标准。

4.2关注有心理问题的学生

测查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我校这一年级学生在一类

筛查因子幻觉、妄想症状和自杀意图上所占人数比重较

大。学生出现自杀意图和自伤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严重的会影响学生的生命安全，学校应派专业的心

理咨询师及时干预 ,找寻原因，为学生提供强有力的心

理支持和积极的人生信念。 

4.3加强同伴心理互助 

大多数学生在心理困扰时首先想到的是与朋友和同

学的交谈，而同龄人在年龄和经历上相似，使他们更容

易相互理解和交流，心理距离更近。一群热衷于同班同

学心理辅导的学生提供同伴心理联合支持，并对本次测

试结果中有轻微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访谈。

4.4完善会话体系，及时解决学生心理困扰

入学后，大部分大学生都面临着学习，人际关系，

环境反应等心理挑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有效引导和解

决，可能是成长的契机，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使大

学生处于不利地位，未来三年的成长和发展会产生负面

影响。因此，各系必须不断完善其辅导学生会话系统，

以即时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消除成长发展的心理障碍。 

4.5对经历不同程度心理压力的学生进行心理咨询 

在本次评估结束时，心理健康中心应就统计分析结

果向各系的辅导员和学生提供反馈意见。对温和的学生

而言，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主题课程，心理工作坊和心

理沙龙让各系的辅导员关注其突出的常见心理问题，心

理困惑或学生有一般心理问题。以小组助理的形式。对

于有中、重度症状的学生 ,个别辅导是最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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