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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和对策研究 
——以浙江某高校 2018 级新生为例 

◆华  盛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大学新生是个特殊群体，正处于中学受教育者与大学受教育者之

间的跨越阶段。本研究利用大学生人格健测试对浙江某高职院校 2341 

名新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7%的新生被测试筛查出需要进

一步关注，新生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问题、适应性问题、目标

缺失问题、学习问题、抑郁倾向、强迫倾向或其他精神病性问题。研究

在分析大学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加强高职院校新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 

 

 

大一新生面临从高中升入大学的挑战，能否适应全新的环
境、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是他们顺利成长成才的关键。对新生
进行心理评估和测查，能够更好地了解高职院校新生入学后的心
理健康状况，为开展高职新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对策和建议。 

一、对象和方法 
1．调查对象。本校 2341 名新生参与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

问卷 2317 份，回收率为 99%。其中男生 1163 人，女生 1154 人，
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2．调查工具。调查使用 《大学生人格健康调查表 ( UPI) 》
和大学生一般情况调查表。UPI 问卷主要反映学生的人格特点，
量表的信度水平和学生是否真实答题有关。该量表共 68 题，主
要测查学生 4 个因子的状态（躯体症状、精神分裂倾向、抑郁症
状、神经症状），躯体症状分超过 10 分、精神分裂倾向超过 12
分、抑郁症状超过 8 分、神经症状超过 12 分为阳性，分数越高
表明该因子症状越明显一般情况调查包括大学生生源地、是否独
生子女、家庭氛围、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情况和童年寄养经历等。 

3．在心理测量前要求各二级学院心理老师对学生进行培训，
在新生入学 1 个月后，组织全体新生进行 UPI 测试。 

二、调查结果 
1.基本情况。从生源地情况看，62%新生来自农村、25%来

自乡镇、17%来自城市；其中 39%为独生子女、35%为大子女、
22%为最小子女、4%为中间子女；家庭贫困为 11%、家庭经济
状况一般为 80%、家庭经济状况较好为 8%、家庭经济富裕为 1%；
65%学生家庭氛围融洽、32%学生家庭氛围平和、2.5%学生家庭
氛围冷淡、0.5%学生家庭氛围对抗；家庭结构完整学生为 91%、
单亲家庭为 6%、重组或孤儿家庭为 3%。总的来说我校新生生
源地主要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普通，家庭结构和家庭氛
围整体水平较好。 

2.UPI 测试数据分析。全校新生 UPI 测试异常检出人数为 402
人，占全体测试新生 17.21%，其中 93 人“最近一年有轻生念头”、
131 人自述“常常失眠”、150 人“曾经觉得心理卫生方面有问题”，
241 人觉得“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是不幸的”，188 人觉得“对任何
事都没有兴趣”。 

三、结果分析 
1.高职新生心理问题的类型主要包括人际关系问题、适应性

问题、目标缺失问题（对于大学生活感觉迷茫、无聊、没有方向）、
学习问题（较多的是对专业不满意）、抑郁倾向、强迫倾向或其
他精神病性问题。 

2.不同性质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在性别上，女生
主要问题在人际交往方面较多见，男生则主要表现为敌对、人格
问题等方面；在家庭环境上，来自农村或条件比较贫困的学生相
对来说比较缺乏自信心，容易出现抑郁倾向，在人际交往中也较
敏感。 

3.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不完整的
家庭或不良家庭气氛导致的心理异常比率较高。在和往届数据对
比发现，高职新生对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度较以往高，在开放题
中能详细表达自己的心理状况和求助意向，存在既往史的学生也

能较真实反馈自己的咨询或治疗经历。 
四、对策及措施 
1.科学分析，及时反馈，有效关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应在第一时间将学生的问题分析整理，根据测试结果进行归类，
并在对学生信息进行相应保密的前提下反馈给各二级学院党总
支书记及心理辅导员，给各二级学院提供相应的意见，要求各二
级学院对此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给予恰当的关注。 

2.主动约谈，排查危机，恰当处理。心理咨询中心针对普查
结果异常的学生进行具体的分档、指导二级学院优先约谈重点学
生。对二级学院约谈发现的疑似精神病性问题学生或者无法把握
的学生，应安排对接精神科医生诊断。各二级学院若发现有明显
心理异常学生可主动联系心理中心进行转介。 

3.重在预防，多方联动，全面教育。实际工作中，对心理异
常学生的关注重在观察迹象，防患于未然。应坚决落实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三级网络，加强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技能培
训，提高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小组的专业能力；同时二级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应做好班级心理健康教育团队建设。 

4.搭建平台，营造氛围，提高能力。学校要搭建广阔的适应
平台，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提高新生环境适应能力，帮助新生
尽快融入大学校园。新生进校后，要鼓励和支持新生积极参与到
各项活动中，提高新生人际交往能力，促进新生对大学环境的适
应，帮助新生树立崇高的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增强他们应
对压力和挫折的调节能力，使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 

5.开展系统、科学、规范化的心理健康课程。课程要以大学
生心理健康成长为主线面向全体学生，要围绕高职学生心理发展
的特点，设计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情绪管理、人际交往、
压力与挫折应对、以及生命教育等相应教育模块，多角度的介绍
了高职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及
其表现和调适方法；在授课内容上，要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强调课程的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教育形式上，
除了传统的课堂讲授外，要结合在线课程、心理测试、互动游戏、
小组讨论等形式丰富教学手段，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探索自我、
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引导学生自
尊自爱和关爱他人，促进学生良好适应与发展。 

总之，高职新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重要部分，对高职新生
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即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体系作用的
体现，也直接影响学生能力水平的发展。做好高职新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是国家对学生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高校应坚持以生为
本，不断探索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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