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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n college students continues to exist，and some of the current measures taken have 

their shortcomings on this issue. In this regard，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new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method 

of dealing with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cau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society 

to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mental health，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methods，so as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lasting intervention to 

【摘 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造成的心理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当前针对此问题采取的一些措施存在其不足之处。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方

法。本文旨在分析和综述高校应对学生心里负性情绪的方法，以引起高校及社会有关部门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持续关注，并不断改进方法，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更

精确和持久的干预。 

students in need. 

【Key words】Mental health；anxiety and depression；college students；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 SARS，COVID-19 等）指突然发生，可能

或已经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食物中毒、职业危害

等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这些事件对高校学生的生活造成

了巨大影响。研究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幸存者出现各种心理健

康问题的风险增高，如重度焦虑，抑郁，PTSD 等 1。高校学生的心理正

处于由未成熟向成熟发展的状态，因此他们极易受外界剧变的影响而罹

患精神心理疾病，出现焦虑抑郁症状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高校学

生作为我国高速发展的后备力量，这种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近期全

国疫情继续保持平稳态势，各地疫情均处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但疫情

爆发期与控制转折期造成的高校学生焦虑抑郁高发的问题却有其“滞后

性”。因此，需要引起高校及社会各界对学生焦虑抑郁问题的持续关注，

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现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已经或可能造成社会严重影响的事

件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导致民众产生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研究表

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一学生的焦虑抑郁患病率明

显上升（2019 年 10 月-2020 年 7 月）：中度焦虑的患病率从 18.1%增加到

了 25.3%，抑郁症的发生率从 21.5%增加到了 31.7%，可能与疫情期间远

程学习和隔离措施相关 3；有国内学者的研究显示新冠疫情期间（2020 年

5 月-6 月）41.1%的大学生报告了焦虑症状，大学生群体中的急性应激，

焦虑，抑郁等症状普遍存在，且社区中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疫情控制期

间的体育锻炼的减少以及社会支持感的不足是其高危因素 4。还有学者的

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 年 2 月）大学生焦虑抑郁水平相对成

年人明显过高，学业压力，社交受限等因素可能会增加高校学生的心里

不适及负性情绪 5。如不及时干预，可能导致部分弱势学生群体的症状加

重，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甚至出现自伤，自杀及其他危害自身和教学安全

的行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致焦虑抑郁问题的“滞后性” 

相对突发公共事件本身，它对个人带来的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问

题更加隐匿和持久。研究表明，在 168 例大学生抑郁患者样本中，病程

大于 6 个月的占 57%6。Sarah Wilding 也在其研究中发现，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感染并幸存下来的的人群，心理健康结果较差，且这种影响或

持续长达 13 个月 7。限于精神心理疾病的特殊性及有效治疗手段和药物

缺乏，即使接受治疗，一些患者仍无法得到积极的结果。因此，校方及

社会有关部门应对大学生提供更加精确和持久的社会支持。 

现有干预手段的潜在问题及思考 

相关研究表明，早期有效的干预能够降低生活中的再发病率：Prof 

George C Patton 在对澳大利亚在校的 1943 名青少年的常见精神障碍的评

估中发现，缩短发作持续时间的干预，可以显著降低以后生活中的再发

率 8。但是，目前一些干预方式仍存在不足，导致出现精神心理症状的学

生无法及时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 

1.较低的参与率和满意度 

有研究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有异常心理健康症状的年轻人

中，仅 39%的参与者接受了心理干预，且 36%的人表示其心理健康治疗

或咨询未得到满足 9。还有研究表明 10，年轻人中（18-25 岁）认为提供

咨询服务者合格的仅占 32.3%，。年长者（26-54 岁）仅 15.2%认为咨询师

可能不会保守秘密，而年轻人中则达到了 30.4%；这可能提示一些干预方

法存在缺陷。例如，心理咨询室提供的咨询干预服务缺乏主动性，一些

心理本就存在问题的学生很难主动求助，而学生隐私信息流出可能受到

来自周围同学的压力的影响。因此，可能存在学生掩盖真实心理健康状

况的现象。 

2.干预双方的差异（年龄，性别等） 

研究显示 10，当年轻人选择提供咨询服务的对象时，有 49.3%的人更

倾向于选择同龄人为自己提供服务，这可能与同龄人间较少存在认知差

距有关，因此他们可能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更容易发生共鸣；此外，不

同性别的来访者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如男性更注重逻

辑思考和独立性，更有竞争意识等，女性则更加含蓄，感性，注重隐私。

因此，在高校的咨询服务中，应考虑来访者的年龄和性别特征，采取相

应的的方式，以达到预期效果。 

3.应急处理机制不健全 

对早期接受心理干预的学生缺乏随访，可能是高校心理干预的潜在

问题之一。一次咨询服务若未获得突破性进展，学生可能会感到失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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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从而降低后续寻求帮助的意愿，但这通常难以避免。因此，高校

咨询服务提供者应该注重对来访者提供完整的咨询服务，并在可能的情

况下提供随访，以确保其获得 好的疗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封闭式

的高校管理可能对校内人员流动造成限制，进而导致许多学生未能接受

必要的心理干预，这种心理支持系统的阻滞可能会加重高校学生的心理

问题 11。 

针对高校心理干预方式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领域中的一个热

点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通过开展相关研究来探索更为有效的心理干

预方式。同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许多高校也采取了更加切实

可行的措施，以提高心理干预的效果。 

赵嘉路等提到，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应该

建立完善的 3+4 高校心理援助服务体系，在组织保障，技术保障和质量

保障的基础之上，依托网络平台和心理问题相关量表，对大学生进行预

防科普和监控追踪。通过心理干预热线，邮箱问答等手段对学生进行指

导支持和咨询干预 11；对一些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学生而言，侯婷

婷等研究的以学校为基础的心理弹性增强方案（ERASE-stress），包括了

解自己身体和感受、应对恐惧愤怒和痛苦、控制情绪、增强自尊等内容，

可通过学校定期提供心理辅导的形式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弹性，减少创伤

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增加患者的适应性行为 12，从而改善高校 PTSD 患者

的生活质量。相较于传统模式而言，更具有针对性和主动性；李殿江等

学者的研究从高校学生类型上的不同提出了高校改进心理干预方式的建

议，学生干部，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农村来源学生，非医学背景的学生，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承受能力普遍偏弱，而医学生，城镇来源学

生，性别为男性等类型的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较

强 13。因此，高校应在早期提供心理干预服务时，更加科学高效地利用有

限的资源，适度向承受能力较弱的学生倾斜资源，更精准地对弱势群体

进行干预。 

有学者建议，应该从源头减少焦虑、抑郁等问题的出现。如刘经纬

在大学生心理波动的引导策略中指出，高校应该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科普力度，提高学生识破谣言的能力，并提供线上心理辅导与人文

关怀，同时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样可以帮

助学生增强应对外界环境突变的思想抵抗力，减少高校学生心理问题的

发生 14。 

还有研究显示高校学生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焦虑、抑郁等情

绪来源于惯常生活节奏的突变。对此，上海一些高校通过保障科研活动

不中断，组织学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相关专业分析分析等措施，

减轻了其对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影响，保障了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的正常学习生活，进而维护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15。 

在高校普遍开展的心理咨询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增加不同年龄层次

医生队伍配备，应用朋辈心理服务，借助高校新媒体平台进行学生间的

心理互助和自助等措施 16，减轻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对心理干预的影响。同

时，主动排查弱势群体学生，开发手机软件咨询服务等方式，可以增强

干预的主动性和隐私性。通过以上手段，可能使心理干预更高效及时，

获得较高的参与率和满意度。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高校学生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

双重损害。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后，及时有效地对存在焦虑抑郁

等症状的学生进行干预成了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作为我国人才培

养的主要平台，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才能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

校方和社会有关部门应持续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持续关注学生的精

神心理状态，不断改进方法，保障学生们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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