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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话题，准确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高校更好的开展大学生教育教学活动，促进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与职业发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

献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四个方面对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根据当今时代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对高校提出可行性建议，帮助高校有效、有

针对性的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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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has always been a research topic that cannot be ignored, and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can help universi-
ties to better carry out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study of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inly researche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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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y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soci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school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era to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y out the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an effective 
and target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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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当代各个阶段的学生来说，大学学习阶段正处于学生青年阶段，该阶段是青年心理迅速发展成

熟的重要时期。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随之

而来的便是生活节奏的飞速加快。此时，不少大学生存在高中走向大学、职业生涯规划以及社会压力等

多个方面带来的迷茫，学习环境与生活环境的改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社会、家庭、学校等环境

因素给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除此之外，学生本人思想的变化也对其心理问题带来了

不容忽视的影响。环境和个人因素使得当代大学生面临着焦虑、抑郁、精神衰弱等心理问题。因此，本

文在研究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文献基础上，结合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获取大学生对心理健康问

题的评价与认识，并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深入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针对这些因

素提出建议，制定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策略。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由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事件频繁冲上社会热点。受多重压力影响，有近九成大学生

在过去一年中出现过心理困扰[1]。心理健康素养概念由 Jorm 于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提出，主要是指“帮

助人们认识、处理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和信念，心理求助行为一般指存在心理困扰的人，为解决问题

或解除痛苦，向个人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当求助对象指向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士或机构

如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学校咨询室或医院等时，称为专业心理求助行为[2]。然而目前我国尚未形

成相对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存在“重老师轻学生、重灌输轻疏导、重管理轻关怀”等问题。高校

在设计开发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时，由于缺少调查方法与工具的指导，对大学生的需求与满意度缺乏关

注，难以为大学生提供符合其服务期望的服务体验，产生了 86%以上学生知道学校有心理健康服务，但

仅有 21%的学生使用过的失衡现象[1]。 
贾亚菲等人提出，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存在性别、地域、社会地位等个体差异性，如男性素养低于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心理健康素养相对较高、城镇学生高于农村学生[2]。在当今这个网络时

代，信息发展十分迅速，众多大学生已离不开网络。戴欣宜提出，当前，信息技术已融入生产生活的各

个领域，促使国民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改变。一方面，信息技术加速了信息数据的传递，在信息管理

领域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共享性，这使大学生更容易接触到外来思想；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普及改

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娱乐模式的多元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已对大学生的生活状态、生活规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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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更加活跃，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容易引发心理

健康问题[3]。社会转型导致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化，并呈现多样化形态，使当代大学生成长发展面临更

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家庭、生活、情感与学习等压力。大学阶段是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转型的重

要阶段，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情感与行为能力均未完全成熟，不具备成熟的应急处理能力、舒缓负面

情绪和压力的能力。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就业问题，由此引发的不良事件，均从侧面映射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要性[4]。近年来，世界各地受抑郁、焦虑、失眠等因素影响的大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大学生

心理问题引发的极端事件频发生。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明确指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很好地预防大学生

心理问题的产生，而社会支持的缺失会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大学生群体所面对的

压力亦不相同，涉及学业、人际关系、就业规划等[5]。随着社会竞争的不断激烈，大学生所面临的学业、

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导致出现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6]。按照大学生不同特征分类后发现，贫困学

生焦虑状况的检出率更高；基本不听音乐的学生更容易中重度的焦虑状况；不锻炼的学生焦虑检出率较

高；作息不规律的学生更容易出现焦虑状况；对网络教学不适应的学生焦虑状况的检出率高于相对较为

适应的学生；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不了解的学生更容易产生焦虑状况；担心自己及家人感染的学生焦虑

状况的检出率更高[7]。 
唐春红认为，生命意义感缺失是部分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有利于减少大学生“空心病”等心理障碍，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改善学业不良状况。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课堂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应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深入探索基于生命意义感提升的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评价，引导大学生积极寻求生命意义，帮助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全面

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追求生命质量，追寻充实而有意义的大学生活[8]。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关注的是大学生经常出现的不良心理情绪以及心理疾病，是对大学生心理

消极的、变态的因素的研究，它以消除大学生的心理疾病为主要目标，但，没有心理疾病并不等于一个

人就是健康、快乐的。虽然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为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存

在一些不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发展[9]。 

3. 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为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首先，通过访谈法对北方工业大学的本科生与研

究生各年级进行调查，访谈方式主要采用焦点小组座谈的形式进行，样本选取方式为随机抽样。该方式

初步了解了当代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在对访谈结果进

行分析总结后，我们基于得出的初步结论，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调查问卷面向北方工业大学全体学生

进行发放，通过在线调查收集数据，最终将问卷结果进行分析整理，得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具体因

素。 

4. 数据分析 

在正式调查中，本文通过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请受访者进行填写。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02
份。如表 1 所示，问卷填写男性受访者占 45.05%，女性受访者占 54.95%。年龄集中在 18~25 岁(95.05%)。
年级主要分布在大二到大四，其中大三学生占比最高(35.64%)。专业方面经管类(81.68%)、艺术类(4.46%)
和理工类(5.45%)占比较大。采用 Cronbach’s Alpha 值衡量问卷的信度。结果如表 2 显示，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19，问卷信度较好。此外，本次问卷 KMO 值为 0.791，大于 0.5，表明问卷数据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Bartlett 检验结果 P 值 < 0.05，认为该次问卷有效。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62


王佩波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062 399 教育进展 
 

Table 1. Sample basics (N = 202)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N = 202) 

基本特征 类别 样本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91 45 
女 111 55 

年龄 

14 岁以下 2 1.0 
15~25 岁 192 95.0 
26~45 岁 6 3.0 
45 岁以上 2 1.0 

年级 

大一 8 4.0 
大二 47 23.3 
大三 72 35.6 
大四 71 35.1 
研究生 4 2.0 

专业 

经管类 165 81.7 
理工类 11 5.4 
艺术类 9 4.5 
医学类 2 1.0 
其他 15 7.4 

月消费 

500 元以下 12 5.9 
500~1000 元 24 11.9 
1000~1500 元 53 26.2 
1500~2000 元 46 22.8 
2000 元以上 67 33.2 

 
Table 2. Result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表 2.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Cronbach’s Alpha 0.919 

KMO 值 0.791 

Bartlett’s 球形检验 

Chisq 9282.213 
df 3160 

p-value 0.000 

4.1. 当代大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本文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总结了引发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五大因素：外貌焦虑、社交焦

虑、情感焦虑、抑郁、神经衰弱。 

4.1.1. 外貌焦虑 
脱离了高中封闭沉闷的环境，到了大学，很多同学开始期待能够在开放的环境中展现自己。其中，

外形条件好的学生往往更加自信开朗、积极乐观，外形条件不佳的同学则容易自卑、羞涩、内向。部分

同学不能正确面对差异，产生虚荣、嫉妒等不良心理。 

4.1.2. 社交焦虑 
一些同学缺乏正确的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能力，在学习生活中，缺少和同学朋友们的沟通，人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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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存在问题。部分同学存在偏执、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等不良性格，在生活中被孤立，缺少正常的社交

关系。这些同学对社交产生恐惧，产生了孤僻、自卑、多疑等心理问题。 

4.1.3. 情感焦虑 
大学生处于情感萌芽时期，渴望与异性交往，获得友情和爱情。但是，由于其生理早熟和心理滞后

之间的矛盾，导致大学生对爱的理解产生偏差。大学生心理尚不成熟，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恋爱观，缺乏与异性交往的经验，导致在感情上容易产生患得患失、焦虑等心理。 

4.1.4. 抑郁 
一些大学生缺乏独立自主能力，具体表现为意志薄弱，缺乏承受挫折的能力，适应能力和自主能力

差，依赖性强。进入大学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希望摆脱成人的管束，独立处理遇到的问题，

但由于成熟度不够，面对复杂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大学生往往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心理上依赖

他人，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格独立。面对付出的努力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人际交往屡屡受挫、或是失恋

等问题时，无法进行合理的调试，因此产生抑郁情绪。 

4.1.5. 神经衰弱 
由紧张、焦虑、压力过大等因素导致，负面情绪长期无法得到疏解，生活作息紊乱的同学容易产生

神经衰弱。具体表现为烦恼、精神紧张、时常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减退，同时也会影响到正

常生活，出现难以入睡、多梦的症状。 

4.2. 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因素 

4.2.1. 社会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科技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的飞速发展给大学生

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它主要表现在工作门槛变高、学历要求提高等方面。而这些门槛和压力

无形中给大学生心理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的结果可以发现，有 47.03%的同学常常感到压力和焦虑，如图 1 所示。且这种压

力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就业前景的担忧和专业知识的不足等方面。现如今，由于高水平专业化教育的普及

和就业难度的提升，不少大学生存在因为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而错失工作机会等情况，导致大学生对步入

社会感到很大压力，继而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Figure 1. Research results (1) 
图 1. 调研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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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家庭经济、与家人的沟通相处模式都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一些家庭

经济不是很好的同学，或是家庭氛围较为压抑，不知道该如何与家人沟通的同学，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比如自卑、焦虑、抑郁、付出型人格等。家人的沟通方式、相处模式、父母给的过高或者不切实际的期

望等也在无形之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① 父母的期望和现实落差 
通过调查数据发现，31.19%的同学认为父母的期待给自己造成了影响，55.45%的同学表示自己会因

为父母的期望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如图 2、图 3 所示。以下数据表明，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会无

形之中增加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Figure 2. Research results (2) 
图 2. 调研结果(2) 

 

 
Figure 3. Research results (3) 
图 3. 调研结果(3) 

 
② 家庭环境和相处模式 
如图 4、图 5、图 6 所示，有 38.12%的同学认为自己的压力部分来源于家庭氛围。有 30.2%的同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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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心理状况。有 38.62%的同学认为父母和自己的沟通方式让自己

感到焦虑不安。有 44.06%的同学认为父母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 
 

 
Figure 4. Research results (4) 
图 4. 调研结果(4) 

 

 
Figure 5. Research results (5) 
图 5. 调研结果(5) 

 

 
Figure 6. Research results (6) 
图 6. 调研结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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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数据可以分析出，家庭经济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和家里人的相处方式都对大学生的学习生

活有很大影响。这些压力不断累积，导致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4.2.3. 学校因素 
① 学习和学习环境 
大学生为了以后的毕业去向，如出国、保研、找工作等，顺利进行，需要取得较高的绩点，写一份

漂亮的简历。为了刷到更高的绩点，拥有更多的项目经历，大家拼命努力，疯狂“内卷”。这也对大学

生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图 7 所示，40.11%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存在因为学习而感到焦虑的情况。同学们会因为自己没有达

到预期的效果而产生负面情绪，过度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中，也会因为与周围人比较而产生落差。

长此以往，过大的压力将导致他们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Figure 7. Research results (7) 
图 7. 调研结果(7) 

 
②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也有着重大影响。个体具有不同的性格，难免导致大学生在人际交往

中出现摩擦。 
如图 8 所示，有 14.86%的被访者认为和舍友关系并不融洽。宿舍是一个同学相处最频繁和最密集的

一个场所，在大学中，跟舍友的关系及相处模式是人际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影响大学生的心理状况的

重要因素。 
 

 
Figure 8. Research results (8) 
图 8. 调研结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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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个人因素 
除了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外，个人因素也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一

环。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后的学习节奏和模式、人际关系、娱乐和学习的平衡等都会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① 个人评价和目标不明确 
大学生活中，把握自己的学习节奏很重要。在“内卷”大环境下，学习和娱乐失衡、努力但结果不

理想、失去自己的节奏而过度关注别人的学习节奏和方式、过多的课外作业等因素都给大学生带来了焦

虑和情绪低落等问题。 
通过调查数据发现，有 34.65%的大学生因为课程作业太多而感到压力。有 33.58%的大学生因为关注

到优秀的同学而产生了自我否定等想法。有 42.08%的大学生常常觉得付出和得到的回报不对等。使用见

图 9、图 10、图 11。这些数据表明，影响因素主要为学生对自己的判断、评价及目标的建立。 
 

 
Figure 9. Research results (9) 
图 9. 调研结果(9) 

 

 
Figure 10. Research results (10) 
图 10. 调研结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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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Research results (11) 
图 11. 调研结果(11) 

 
② 对就业和前途的迷茫 
如今，由于大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科学、对社会的就业形势存在信息差等原因，大学生陷入了对自

己未来感到迷茫和担忧的情况，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状态。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有 48.02%人认为自己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和经济来源产生焦虑的情绪。

有 48.02%人对自己的选择，如考研、考公、就业等产生焦虑或者遥不可及的情绪。还有 53.46%的人对自

己的专业就业前景没有信心，导致产生焦虑、失眠、对自己失去信心、自我否定等不良情绪。如图 12、
图 13、图 14 所示。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就业方向或者目前专业的就业前景产生了焦虑情绪，

而这种过度焦虑可能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Figure 12. Research results (12) 
图 12. 调研结果(12) 

 

 
Figure 13. Research results (13) 
图 13. 调研结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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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Research results (14) 
图 14. 调研结果(14) 

5. 结论与建议 

本次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受学校、家庭、社会以及个体差异的影响。不同个体，不

同阶段的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问题也不同。要想使大学生拥有并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各高校需要对症

下药，针对不同个体给与相应的心理健康指导，从而确保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本

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以期为大学生负面心理的疏通提供解决思路。 

5.1. 学校应开展心理健康相关课程、活动及宣传 

第一，利用广播、网络、校刊、校报等宣传媒介，广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视程度，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活动，增强心理素质。第二，定期开展针对大学

生心理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或主题活动，向学生传递正确的心理健康知识和自我调节措施，预防心

理疾病的产生。定期开展心理调查，排查心理状态不良的学生，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预防

学生产生心理疾病。第三，建设心理咨询室、开通咨询热线和网络平台等，免费为学生进行科学的心理

咨询和辅导，并保护学生隐私，预防校园恶性事件的发生。 

5.2. 家庭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 

家庭是学生心理健康的基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同等重要。父母应引导子女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并养成积极向上的心态，时刻关注子女成长，善于倾听子女的烦恼，并耐心开导子女。

同时，家长应锻炼子女的抗压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给予子女自由生活交往的空间，使子女能够独立思

考、独立生活。 

5.3. 学生应进行自我预防 

第一，进行心理咨询。学生可进行自我排查，尽早发现自身问题，主动参与心理咨询或治疗，借助

专业人士的帮助，提高心理素质，预防心理疾病的产生。第二，积极参与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研究发

现，积极参与课外活动的学生性格普遍开朗外向，有着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患有心理疾病的可能性远

小于不常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学生。学生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可以增强交往能力和实践能力，保持

健康良好的生活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发现自身价值，增强自信心。第三，学会转移和合理宣泄

情绪。当陷入烦恼和消极情绪时，学生可以转移注意力，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还可以向父母、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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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同学等倾诉烦恼和忧愁，宣泄内心的抑郁。转移情绪和适当宣泄能够有效缓解负面心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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