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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生心理特征及疏导策略 
程苗 

（徐州医科大学  江苏徐州  221004） 

摘要:利用自编《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生心理特征问卷》，通过对 789 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考察了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生的心理结构和特征。

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呈多样性，积极心理特征和消极心理特征并存。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疏解策略，为更好复

学复课提供借鉴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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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是突发的国际公共事件，引发

全球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秩序的重大危机。医学研究已经表

明，新冠肺炎病毒短时间内不会消失，抗击疫情可能是人类需要长

期面对的现实。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如何维护学生心理健康将是

一个持续性的工作。鉴于此本研究主要考察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

生的心理结构和特征，为全面了解学生返校后的心理状态提供评估

工具，为更好复学复课提供依据，同时积极挖掘疫情带来的教育契

机，提升大学生生命价值感、生活幸福感。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徐州医科大学在校生为主要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法，选

取 800 名大学生填写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有 789 份有效问

卷，问卷有效率为 98.63%。其中男生 330 名（41.83%），女生 459

名（58.17%），涵盖 2021-2018 级四个年级，理、工、医、管四个

学科。 

（二）研究工具 

自编《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生心理特征问卷》，问卷包括学生

基本信息、返校大学生心理特征两个部分。返校大学生心理特征部

分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对疫情的认识及对学校疫情管控的态度，共

6 个条目；返校后的体验（生活体验、学习体验、网络心理），共 7

个条目；返校后的生活价值观，共 8 个条目；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及

心理援助需求，共 3 个条目。以上条目均采用 5 点记分，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 1、2、3、4、5 分，平均分高于 3

分，即反应倾向基本为“同意”，表明该条目描述的状态是大学生

群体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 

（三）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SPSS22.0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返校大学生对疫情的关注及对学校防控管理措施的态度 

结果显示，大学生对疫情有较高的关注度，能够主动掌握疫情

防控的知识，同时对学校的疫情防控管理措施较为满意，也能严格

遵守学校相关政策，对于返校表示出很高的期待。但是对于返校后

的安全，一部分学生还是心存担忧。 

表1大学生对国内外疫情的关注度及对学校疫情管控措施的态

度 

题号 条目 平均数 标准差 

1 
我会关注国内外疫情的最新

进展 
4.21 0.84 

2 
我会主动掌握疫情的防控知

识 
4.27 0.81 

3 对返校后的安全，我心存顾虑 3.51 1.30 

4 
对学校疫情期间的管控措施，

我非常满意 
4.17 0.82 

5 
我会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

要求 
4.44 0.63 

6 我希望寒假后可以正常返校 4.38 0.75 

（二）大学生返校后的体验 

主要考察返校后封闭管理，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网络使用等

情况。结果显示，大学生都能很好的适应返校后的封闭管理生活。

但对线上教学很多学生表示难以适应，网课学习给学生造成了负面

影响，增加学生对于学业的担忧。同时疫情增加了学生上网的时间，

使学生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 

表2 大学生返校后的体验 

题号 条目 平均数 标准差 

1 
我能适应返校后学校的封闭

管理 
4.05 0.89 

2 
返校后封闭管理，对我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90 1.22 

3 我很适应学校的线上教学 2.15 1.16 

4 
线上教学，对我的学业造成了

负面影响 
3.03 1.16 

5 
疫情影响让我对学业更加担

忧 
4.14 1.18 

6 疫情增加了我网络使用时间 3.97 0.83 

7 我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 3.16 1.12 

（三）大学生返校后的生活价值观 

为考察疫情对大学生生活价值观的影响，对8个条目的均分进

行比较，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生活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影

响最大的三项是“疫情让我明白生命的重要性”、“疫情让我更加珍

惜生活”、“疫情让我明白家庭和家人对我的重要性”。同时疫情并

没有让大学生对未来充满担忧，反而让其对未来充满希望，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大学生坚信人类终将取得胜利。 

表3大学生返校后的生活价值观 

题号 条目 平均数 标准差 

1 
疫情让我更加珍惜与同学相

处的时光 
3.2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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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让我更加明白生命的重

要性 
4.39 0.68 

3 疫情让我更加珍惜生活 4.39 0.68 

4 
疫情让我更加明白家庭和家

人对我的重要性 
4.25 0.72 

5 我觉得人类终将能战胜疫情 4.42 0.74 

6 
疫情让我觉得规划未来没有

价值 
2.26 1.11 

7 对未来我充满希望 4.26 0.76 

8 疫情让我对毕业充满担忧 2.52 1.16 

（四）大学生返校后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及心理援助需求 

结果显示，疫情并未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造成很大的影

响，大学生对于心理援助也有很高的接受度。 

表4疫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大学生对心理援助的态度 

题号 条目 平均数 标准差 

1 
疫情对我的心理健康状况造

成了负面影响 
2.29 1.09 

2 
如果出现了心理问题，我不排

斥心理咨询或是治疗 
4.16 0.76 

3 
我能接受心理方面的咨询或

治疗 
4.16 0.74 

三、讨论与建议 

（一）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生的心理特征 

1.积极心理特征 

研究发现，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以

积极情绪为主，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疫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负面影响不显著，这主要归功于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的伟大胜

利，给大学生创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学习环境。同时在疫情

防控中体现的伟大抗议精神，不断激励和鼓舞当代大学生，给予他

们应对挫折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希望、感恩等积极心理情绪可以淡

化个体痛苦的体验，[1]让个体能够更好的应对不良的生活事件，[2]

防止心理危机的产生。 

结果显示，疫情促进了大学生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让他们

学会珍惜，同时大学生普遍感受到来自亲朋好友的社会支持感，让

他们与家人、朋友的交流增多，这与吕楠楠，张敏（2020）[3]的研

究结果一致。 

调查发现后疫情时代返校大学生对于心理援助有很高的接受

度，大部分学生能以开放的心态，理性地看待自身心理问题，积极

寻求帮助，努力提升自身心理健康水平。 

2.消极心理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返校后的安全，一部分学生还是表达了担

忧。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传染性越来越强，再加上国内零星疫情

此起彼伏，引发了学生的负面情绪。 

虽然返校后封闭管理并没有对大学生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良

影响。但调查发现，线上教学增加了学生的学业压力。究其原因主

要是线上教学缺乏有效的监督，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弱，学习效果不

理想。 

研究发现，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行为日趋网络化。受疫情的影

响，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在网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沉迷

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正常的学习、社交和生活造成了负面

影响，同时也增加了大学生接收不良信息的机会。 

（二）大学生返校后的心理疏导策略 

1.讲好抗疫故事，培育积极社会心态 

将积极心理学理念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讲好身边鲜活

的抗疫故事，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和生命教育，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用

灾难当教材，把英模当示范，以此吸引、感召、浸染青年学生，培

养充满乐观希望、积极向上的美好心灵，培育具有奉献精神和家国

情怀的时代新人，用积极的社会心态抵御疫情的负面影响。 

2.把握舆论导向，强化生命安全教育 

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因此在后疫

情时代，我们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提醒广大

学生增强疫情防控意识，保护生命安全；另一方面也要传播正能量，

破除疫情恐慌，引导学生理性看待疫情，打消返校安全顾虑。 

3.开展心理疏导，提升心理健康素养 

通过心理测评、谈心谈话、走访宿舍等多种途径及时了解和掌

握大学生心理动态，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康课、心理讲座、团体

心理辅导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同时扩

大心理咨询覆盖面，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满足学生心理咨询需求。 

4.树立良好学风，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互联网+教育”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律

性等品质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后疫情时代，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模

式将长期存在，因此自主学习对返校学生是很大的挑战。在日常工

作中，通过专题讲座，团体心理辅导等途径，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

的时间管理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培育良好学风，不仅关乎学生的

学业成绩，更加关乎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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