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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对推动高校素质教育、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数量

及动态、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两个角度总结了大学生心理问题研究概况，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四个

维度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构建完备的心理

健康管理体系、大学生加强自身建设三方面提出了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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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vestigating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ssues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for advancing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robust mental health system.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imary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contemporary students from 
two perspectives: quantitative trends and comm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societal, institutional, familial, and individual), and pro-
poses pathways to enhance mental health through three approaches: guiding students to adopt 
proper life values,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framework, and f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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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ng students’ self-development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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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关注。在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

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由心理问题引发的大学生自残、自杀、恶意伤害他人、精神分裂、

抑郁等事件时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学校正常运行、大学生家庭和睦及其自身正常学习生活秩序，是

值得全社会重视的现实问题。研究、预防、干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体系的

任务迫在眉睫。 

2. 文献综述 

2.1. 数量及动态 

2002~2011 年，中国大学生抑郁症检测率为 29.3%，男性较女生严重，中西部地区大学生抑郁情绪更

明显[1]。可能有轻度、比较严重心理问题大学生比例分别为 77.39%、9.57% [2]。北京财经院校大学生中

度及以上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9.72% [3]。2009~2019 年，中国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的研究结果分布在

8%~74%，总体患病率为 31.38%，呈上升趋势[4]。大学生中有抑郁、抑郁高风险、焦虑倾向人数比例分

别为 18.5%、4.2%、8.4% [5]。2010~2020 年，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分别为：睡眠问题 23.5%、

抑郁 20.8%、自我伤害 16.2%、焦虑 13.7%、自杀意念 10.8%、躯体化 4.5%、自杀未遂 2.7%，其中焦虑、

抑郁、睡眠问题和自杀未遂的检出率显著增高[6]。大学生群体中抑郁和焦虑风险比例分别为 21.48%、

45.28% [7]。从 2017 年开始，某省属高水平大学新生心理异常学生呈几何倍数增加，心理问题严重程度

也在逐年加重[8]。某医学院医学生焦虑、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16.51%、13.46% [9]。某综合高校 2016 名大

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20%，其中中、重度占 8% [10]。某高校 2016~2023 年大学生增量排名前四的心理

健康问题是自杀意图、自伤行为、就业压力、社交恐惧，增幅最高的为社交恐惧(+2.26%)、自杀意图(+2.13%)、
幻觉妄想症状(+1.77%)、自伤行为(+1.55%)、抑郁(1.39%) [11]。西部地区某学院 2020~2022 年疑似严重

心理危机的新生比例分别为 9.47%、9.57%、13.7% [12]。某地方院校 2021~2023 年有心理问题新生比例

分别为 24.6%、24.9%、28.0%，呈逐年增长趋势[13]。总体上看，中国大学生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比例、

严重程度呈上升趋势，应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 

2.2. 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大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有焦虑、失眠、抑郁、躁狂、紧张、患得患失、自卑、敏感、迷茫、自闭、

自虐、自残、无助、孤独、脆弱、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等多种表现

形式。焦虑症、学业压力、社交恐惧是当前中国大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14]。焦虑、抑郁、社交恐惧、

自卑等是某地方院校学生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13]。外貌焦虑、社交焦虑、情感焦虑、抑郁、神经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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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发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五大因素[15]。大学生群体中有对环境不适应、过度焦虑、情绪不稳定、

沟通交流障碍、自我认知障碍等常见心理健康问题[16]。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封闭自己、自我否定等是新

时代大学生主要心理健康问题[17]。心理压力与焦虑增长、抑郁情绪蔓延、心理健康意识与偏见等是大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与挑战[18]。农村大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有自卑、缺乏自信、封闭、敏感脆弱、

人际交往欠缺、无法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19]。当代大学生常见的不良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偏差、

挫折承受、人际交往、情绪情感、人生理想五个方面[20]。不同文献关注点各有侧重，对大学生常见心理

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长期跟踪主要种类心理问题动态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3.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如北方地区日照比南方更少，人们更容易感到焦虑抑郁，而

长期炎热会引起倦怠心理。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也会影响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心理健康。但影响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来自人为。是否为班干、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知己个数等与大学生心理健康

存在显著性差异[21]。学业、就业、家庭和社会环境、社交媒体、心理、学校等因素是造成大学生产生抑

郁情绪的主要原因[22]。 

3.1. 社会因素 

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公共卫生问题、竞争压力增大、生活环境、原生家庭教育缺陷等[23]。
较高的期望导致大学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焦虑乃至抑郁[24]。升学问题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男生

抑郁风险略高于女生，城镇大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高于农村学生[7]。大学生主要的心理问题来自就业压

力、学业压力和网络成瘾[25]。新媒体时代大学生面临着信息辨识困难、对社交媒体的心理依赖、数字隔

离与心理孤立等新的心理健康问题[26]。网络成瘾往往伴随心理问题[27]。当今社会，网络和媒体高度发

达，一些不良信息传播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盲目攀比、炫富、仇富、嫉

妒、超前消费、官僚主义、功利主义、网络暴力和虚假信息泛滥等社会不良现象、思想、行为严重影响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大学生所学知识技能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就业困难、升学压力大、就业质量不高、性

别歧视、学历歧视、社会竞争压力加大、大学学历人群收入分化和差距加大、待遇整体偏低、形式主义

充斥校园、个人信心与竞争力不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现象也往往使在校大学生“压力山大”，从而影

响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当前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空前，“毕业即失业”的烦恼困扰着大学生群体。 
在校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紧密相关[2]。大学是一个新的社交圈子，大学生需要建立新的人际

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提升幸福感，帮助预防心理问题。多种情境因素影响人际关系，如距离因

素、结群性因素、情绪因素、首因效应等。部分大学生未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孤

立，而不恰当的人际关系会带来焦虑等问题。大学生需要面对同龄人、老师、家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处

理不当会影响情绪，扭曲其心理状态。 

3.2. 学校因素 

学习难度大、方法不当、负担过重容易带来紧张焦虑，这种现象在重点大学表现得更明显。造成大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学习压力过大、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同学间的差异对比等[16]。高校心理

健康工作存在专业人才不足、心理健康监测不规范、家校社协同不充分等问题[28]。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存在教育体系不健全、实践与理论脱节等问题[29]，也存在师资队伍配备不足、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专

业胜任力不强、职业信念不坚定等问题[30]。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存在专职教师不专、兼职教师参与度不足

等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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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办学层次低、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不高、校风学风不良的高校，学生课外时间多而没有被合理地

引导和利用，“躺平”“摆烂”“佛系”这类消极、颓废心态在校园传播，导致部分学生长期沉迷于网

络、游戏的虚拟世界，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部分高校心理咨询人员对学生隐私保护不到位，受心理疾病

污名化影响，学生害怕被贴上“畸形”“变态”“不正常”标签，不愿主动寻求帮助，错失最佳干预时

机。 

3.3. 家庭因素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其家庭条件、家庭期望和观念密切相关。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家庭因素包

括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等[31]。大学生的低自尊往往是缺少父母关爱或父母过于强势造成

的[23]。暴力虐待、亲子关系不良、父母感情破裂等家庭因素可能引发大学生心理问题[8]。大学生心理健

康与父母养育方式、生命态度有关[32]。 
自上世纪末高校扩招以来，中国在校大学生规模稳居世界第一。通过二十余年的扩招，中国高等教

育不同程度出现了专业和学科设置不合理、部分专业和学科人才过剩、素质教育理念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部分学校生师比严重失衡等弊端。“卷”学历仍是大学生获得就业优势、社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这个“卷”的氛围里，很多父母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有着浓厚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想法，他们

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孩子的一切，使孩子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安排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的

人生，导致他们进入大学后没有足够的适应、生存能力，面对困难时缺乏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

影响其心理健康。学习压力大、就业和升学的不确定性是大多数大学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特别是

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往往需要付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供养一名大学生，家庭经

济条件造成的自卑心理、与周边人竞争上的劣势及宗族、家庭对其高期望值无疑会增加大学生的压力，

从而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不少城市中产家庭和富裕家庭，其父母一方或双方通过高考走出农村，走

进城市，改变命运，实现了阶层跨越，享受了社会和时代发展红利。其中部分父母希望将自己的求学经

历、成长道路复制到孩子身上，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期望通过“卷”学历、成绩获得更大的社会竞争

力，从而保留其家庭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倾其所有为孩子提供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无穷

无尽的补习班、培训班、题海战术、考证等“鸡娃”现象增加了大学生的学习负担和精神压力，却忽视孩

子真实的爱好兴趣、自主性学习培养、社会性培养，使其没有时间放松身心，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 

3.4. 个人因素 

大学生成长于不同社会、家庭、教育环境中，个体间教育经历也千差万别，导致个体间心理素质、

生理素质、承压能力、健康状态、认知水平差异很大。大学生社交焦虑在心理健康与手机依赖间存在部

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38.6% [33]。在校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能力密

切相关[34]。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不足、健康技能运用不合理、心理求助态度不够积极主动等是产生大学生

心理问题的原因[8]。 
部分学生的人格缺陷、社会认知能力缺乏、人际交往能力不足等也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

素。大学生处于青春期和成年期的过渡阶段，可能会面临恋爱、性等多方面的问题。从众心理、爱慕虚

荣、功利心等诱导了恋爱问题的多发，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发一些情感和心理上的困扰，如失恋、性焦虑

等。大学生正处于自我认知和自我探索的阶段，对自己的外貌、学业、能力、性格等方面产生疑虑和不

安。这种自我评价的困扰会影响其自信心和自尊心，导致自卑、自我否定等情绪问题，限制了个人潜能。

大学生需要面对复杂的学习任务和不同类型的频繁考核，这会使人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未能有效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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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压力，就可能会出现焦虑、躁狂、紧张、迷茫、无助等问题。 

4. 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路径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高校需要综合施策，对学生个体则要因人施策，做到社会、

学校、家庭联动，共同护卫大学生心理健康。 

4.1.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够引导大学生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从而有助于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积极的观念能够改善人的性格，良好的性格有助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

际关系还能够促进大学生的情感满足和幸福感。高校和社会要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优化实践教

育环节、加强校园网络环境建设、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加强学生社团组织建设、丰富校园文化艺术体育

活动、强化家庭学校社会联动、合理引导学生个性健康发展、加强个人职业规划和就业引导、重视师长

校友的言传身教和示范引领、加强校风学风班风建设等多种措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4.2. 构建完备的心理健康管理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是预防心理健康疾病的重要一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做好广宣传、早预防、全协

同、强管理、重引导工作[29]。以课堂为依托的教育干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提升具有持久性[35]。大

众健美操对提升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有积极效益[36]。八段锦、太极、瑜伽等体育运动可以改善大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37]。运动干预可以明显改善大学生强迫、焦虑、抑郁症及人际关系敏感症[38]。多动、少

坐、充足睡眠可以提升肥胖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39]。劳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释放心理压力、提升责任感

与荣誉感、塑造健全心智人格[40]。社会心理机构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有助于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4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育人过程、校园文化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20]。
其它手段包括社会心态培育、电子健康素养、心理正能量的形成、生命意义感建立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校普遍设置了专门的大学

生心理咨询机构，制定了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方案，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作为全校开设的心理

健康课程，不少高校存在专业教师数量不足、专业水平和教学手段参差不齐、设施设备配置不全等问题。

在研究不同类型、地区、办学层次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求的基础上，建议高校通过建设高水平师

资队伍、改善实验实训条件、更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知识和技能体系、建设高质量教材、改进课程教学

方法、同城高校间师资队伍共享和集体备课、开展全方位心理辅导与咨询服务、完善心理测评排查及日

常预警防控机制等手段构建完备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在性别、年级、城乡上有显著差异[35]。加强新生普查和全员筛查，如对来自不

同生源地、民族、年龄、年级、性别、专业、学科、家庭的大学生进行对比分析，把握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变化规律、问题根源，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做到有的放矢。摒弃心理疾病污名化观念，使学生树立有

心理健康问题主动寻求帮助的意识。建立医校协同机制，解决学校资源有限、技术实力不足问题。 

4.3. 大学生加强自身建设 

大学生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学业、就业、感情等多方面的困惑，不少大学生还会遭遇生活的挫折

和挑战。这些困惑、挫折、挑战是每个学生成长阶段无法回避的必修课，如何帮助大学生直面问题、解

决问题，是家校协作、校社联动的重要内容。促进学业发展是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手段，如

选聘具有相同专业背景的老师担任辅导员、班主任，邀请知名校友参与专业建设，有助于大学生提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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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专业认同感，从而形成强大的学习原动力；改变应试教育模式，建立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多元评价机制，

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减轻学习压力。加强学业、就业指导与规划，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择

业观，制定个人奋斗目标和长期的学习计划并帮助其持之以恒地执行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保持

良好的睡眠习惯、规律的作息安排、均衡的日常饮食、健康的娱乐活动、适度的体育运动、多元的兴趣

爱好等积极健康的学习生活方式，有助于大学生放松身心、释放压力和不良情绪，增强身体素质和免疫

力，从而维护心理健康。提升个人综合素养，遇事沉着冷静，有利于抵御心理、身体疾病。在本、专科学

习阶段，高校要将素质教育相关政策落到实处，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积极性，将学生从网

络、游戏、手机中解救出来。高校要不断更新课程资源，提供多样的优质课程及其它学习资源，减少对

学生转专业的条件限制，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使更多学生根据自身规划和兴趣学习相应的知识、

技能，淡化专业界限，不搞千篇一律的同质化专业培养，使学生实现差异化发展，从而减少大学生学业、

就业压力，维护其身心健康。 

5. 结语 

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是大

学生家庭和睦、个人健康和大学校园安宁的基石。当代大学生中出现了一定比例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其

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一所大学、一个家庭

能独立解决的问题。要站在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

增强人文关怀的温度，制定长期规划，循序渐进。同时，每名大学生应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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