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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采用社会融合的视角，

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介入策略。研究发现，学业压力、就

业困难、人际关系适应和文化认同等问题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焦虑、抑郁和睡眠

问题等心理健康风险。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社会阶层、父母教养方

式、成人依恋、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等。社会融合通过依恋关系的形成、社会角色的扮演、社区层面的

融入和社会支持的获取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多元化的介入策略：

首先，通过恋爱与人际关系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安全依恋风格和健康的人际关系；其次，强化角色适应

与自我认同，帮助学生理解和适应社会角色，增强自我认知；再次，促进学校层面的社会融入，通过组

织多样化的校园活动和营造包容的校园氛围，增强学生的校园归属感；最后，构建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网

络，包括家庭、同伴和专业咨询的支持，以及政策和资金的保障。这些策略的实施需要高校、家庭、社

会和政策层面的协同努力，以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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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drop of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focus of societal concern. This stud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issues such as ac-
ademic pressur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have had 
adverse effec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ing to mental health risks such as anx-
iety, depression, and sleep problem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
dents include family economic status, family social class, parental child-rearing practices, adult at-
tachment,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s. Social integration affects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roles, com-
munity-level integr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ocial support.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diversified range of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irst, by educating on love and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 secure attachment style and health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re cultivated; second, emphasis is placed on role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adapt to social roles, and enhance self-awareness; third, by promot-
ing school-level social integration, through organizing a variety of campus activities and creating an 
inclusive campus atmosphere, students’ sense of campus belonging is enhanced; and finally, a multi-
dimensional social support network is established, encompassing support from family, peer, and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as well as policy and funding guarante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strategies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colleges, families, society, and policy levels to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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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时，社会融合的视角至关重要。压力性生活事件和慢性压力源是心理困扰

的常见直接原因(Avison & Turner, 1988; Brown, 2002; Dohrenwend, 2000; Turner, 2003)。然而这些压力源

以及人们用来应对的资源，本身往往反映更广泛社会组织模式的社会位置的结果。有研究表明，压力源

和相关的情绪困扰不仅源于个体层面，更与社会融合、不平等和文化价值观等宏观社会过程有关，这些

过程随历史变迁而演变。 
在当前社会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快速进步和文化的多元化对大学生的社会

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未来支柱，他们的社会融合不仅关乎个人成长，也对社会的稳

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大学生面临学业、就业、人际关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

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也对心理健康构成威胁。例如，学业和就业压力可能引发焦

虑和抑郁，人际关系问题可能导致孤独和社会隔离，文化认同的困惑可能造成价值观迷失和生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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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 
因此，从社会融合的角度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对于理解并改善他们的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理论上，本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社会融合与个体健康关系的理解，扩展社会融合理论的应

用范围，并为相关理论提供实证支持。实践上，本研究有助于识别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为

高校和社会机构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供指导，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成长和社会融合。 

2. 社会融合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2.1.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 

2.1.1.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 
根据 2022 年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生活满意度较高，

但受到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容易遭到心理问题的困扰。虽然 78.5%的大学生没有抑郁风险，但有

接近一半的大学生有焦虑风险。另外，城镇学生、重点院校学生和本科生的抑郁焦虑风险显著高于农村

户口学生、非重点院校学生和专科生(傅小兰等，2023)。陈雨濛等(2022)通过对 2010~2020 年中国内地大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和影响因素的元分析得出，睡眠问题、抑郁和自我伤害问题较为突出。张瑞红

(2022)通过课题调研发现高校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有人际关系问题、适应问题和学习问题。韩振峰(2020)
也通过研究指出，在 2019 年发生新冠疫情后的几年时间里，部分大学生出现了心情焦虑、心理恐慌、情

绪烦躁、心绪杂乱等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群体面临较高的心理危机风险，这一现象导致了越来越多的

极端恶性事件的发生。据相关研究指出，大学生中抑郁症的发病率高达 48.24%，并且自杀问题正变得日

益严峻，自杀死亡率呈现上升趋势(崔颖，2021)。 
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体现包括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自我伤害、人际关系问题、

适应问题和学习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可能受到社会环境、教育背景、居住区域等因素的影响，且在特定

时期(如新冠疫情期间)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大多数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

生存在心理健康风险，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适当的干预措施。 

2.1.2.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家庭作为个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影响大学生心理

健康的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结构、家庭经济地位、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曾迪洋和洪岩璧(2020)指出

家庭经济地位处于下层的大学生处于更差的心理健康水平。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发现家庭社会阶层高

的大学生，比家庭社会阶层低的大学生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张辉等(2022)也提出父母教养方式通

过成人依恋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成人依恋在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 
研究也表明，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因素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胡娜(2005)指出，大学生

的社会支持水平与其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那些在社会支持各项目上得分高的学生，其整体心理健康

水平较高。社会支持不仅可以减轻个体的心理压力，还可以增强其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有助于维

护和促进心理健康。此外，张舒等(2020)进行了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的社会网络分析，发现人际关

系确实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密切，同时她提出的人际关系也不只包括班级同伴关系，还包括同伴关系、

家庭关系等。 
与此同时，大学生自杀问题是一个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心理因素如

人格特征、心理疾病和应对方式，以及环境因素如家庭环境和学校氛围。不正当的媒体报道也可能对自

杀意念产生影响(崔颖，2021)。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例如，打算升学读研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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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风险显著高于没有该意向的学生，就业压力和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刘海燕等(2009)提出运动可以显著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王浩、俞国良(2022)指出恋爱

中的大学生抑郁和焦虑得分更低，并且恋爱关系质量可以调节依恋焦虑对心理健康的作用。 
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社会阶层、父母教养方式、成

人依恋、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等。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和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大学生往往面临更多的心理

健康挑战。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和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正向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此外，人际关系的

质量和运动习惯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升学压力、就业压力和留守经历等也是影

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2.2. 社会融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2.2.1. 社会融合的概念 
“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 Durkheim 提出，以解释 19 世纪西方

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背景下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融合的缺失被认为是引发自杀现象的

关键因素。自此之后，西方学术界对社会融合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且广泛的探讨。Hughes 和 Gove (1981)
认为，社会融合通常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情境，其特征是拥有强烈的共同情感、人生观、社

会调节和约束。Hummon (1992)提出，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作为社区情感(Community Sen-
timent)的重要方面，主要与融入当地的社会融合有关，对理解社区福祉和社会动态具有影响。Smelser 和
Baltes (2001)则给出了更加普适性的定义：社会融合是关于个体或组织的社会关系以及互动范畴、频次和

影响的问题。此外，也有具体到某一特殊领域的社会融合定义，例如 Ware 等(2007)重新定义了精神病患

者的社会融合，他们认为社会融合使患有精神病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地发展和行使其相关归属感以及公民

身份的能力。这个新定义为精神病患者的社会融合设定了理想的标准。Phillimore (2012)定义了融合的三

个关键主题：发展对宿主社区的归属感；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发展；还要有能力和信心来行使对教育、

工作和住房等资源的权利。尽管对于社会融合的确切定义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不同的政策制定者和

学者根据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对社会融合有着各自的理解和阐释。 
然而，众多研究者在一些核心观点上达成了一致，即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过程，涉及个体

或群体在社会中的参与程度、社会联系的建立与维护，以及社会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它不仅关注个体的

心理和情感体验，如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价值观，也关注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因素，如社会规范和资源

分配。社会融合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团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增强社会联系、提升社会

参与和优化资源配置。社会融合的概念和实践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但其核

心目的都是提高个体和社会的整体福祉。 

2.2.2. 社会融合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涂尔干的《自杀论》被认为是第一部明确的关于心理健康和障碍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他在这本书中

将基本的社会过程与各种背景下的自杀率的经验指标联系起来，研究的中心主题是，人们之间以及社会

机构之间的联系的性质会直接影响他们自杀的可能性(Pescosolido & Levy, 2002)。迪尔凯姆(2001)总结道，

“自杀与个人所属的社会群体的融合程度成反比”。 
涂尔干从影响自杀的因素来探讨社会融合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得出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既不太弱也不太压抑的社会纽带和既不太模糊也不太苛刻的社会目标有助于心理健康。具体体现在两个

方面：首先是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之间有着曲线关系，即社会融合程度太低会导致孤立和绝望，这是利

己主义自杀产生的原因；社会融合程度太高会导致社会需求压倒个人，这是利他主义自杀产生的原因。

其次，社会融合通过调节人固有的需求和欲望，影响心理健康。涂尔干认为社会融合的社会环境包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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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公平的规范，规范了人的本能有助于心理健康，而价值观和规范的崩溃会影响心理健康，如利己主

义自杀是源于人们找不到生活的正当理由；失范性自杀是因为活动缺乏监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无症

状自杀是因为繁荣或萧条的经济时期放松了社会联系，放松了对内在无法抑制需求的控制(迪尔凯姆，

2001)。 
心理健康社会学中的大量文献证实了涂尔干关于“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的有关观点，并进一步提

出了影响社会融合的四种机制。 
首先，依恋的存在和缺席影响心理健康。恋爱关系的破裂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有力预测因

素(Joyner & Udry, 2001; Keller & Nesse, 2004)。其次，社会角色影响心理健康，包括两方面内涵：多重角

色的一致或者是冲突与心理健康或痛苦有关；角色过载影响心理健康。沈杰和陈玉真(2023)认为，大学生

角色冲突主要源于在多重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间的转换困难，尤其在多元环境下，他们的身份冲突和矛

盾加剧。如在追求学业的同时，还需应对社交和社团活动的压力，这些角色间的期望可能相互冲突。再

次，社区层面的社会融入影响心理健康，高水平的社区凝聚力有助于心理健康。孙玉静等(2024)指出校园

凝聚力作为校园氛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度。这种凝聚力有助于学

生在面对挑战时获得支持，从而减少心理压力和心理危机的发生。刘羽等(2020)指出校园氛围对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一个积极、支持性的校园环境可以减少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最后，社会义务和社

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社会融合一方面有助于人们获取社会支持减轻压力和痛苦，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社

会义务，产生压力影响心理健康。Kessler 和 McLeod (1984)认为有很多支持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

压力事件的影响。同时有学者补充，社会义务会产生压力需求，如照顾责任、角色束缚和对他人的担忧，

进而影响心理健康(Pearlin et al., 1997; Rook, 1984)。 

2.3. 社会融合视角下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2.3.1. 依恋关系 
依恋关系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研究表明，安全型依

恋的大学生在情绪调节上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们不易陷入情绪低落和低自尊等抑郁状态(廖文，石怡，2020)。
相反，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则更可能经历自责、内疚，以及心情低落和焦虑等负性情绪。 

依恋关系，包括亲子依恋、同伴依恋和婚恋依恋，构成了个体情感支持的基石。良好的亲子依恋可

以帮助大学生顺利完成与父母或重要他人的分离——个体化过程，有助于形成自我同一性，明确“我是

谁”和“我能成为怎样的人”(王树青等，2017)。研究发现，同伴依恋焦虑与心理健康的多个指标，如人

际敏感、抑郁和焦虑症状，均呈现显著正相关(沈烈荣等，2008)。这意味着同伴依恋焦虑程度较高的大学

生，更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对人际关系的过度敏感、情绪低落和焦虑状态。恋爱在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中扮演着复杂而重要的角色(闵娟娟，2021)。不健康的恋爱动机，如从众效应、贪慕虚荣和

功利心态，可能会导致心理压力和困惑。恋爱态度问题和恋爱道德的缺失，如庸俗化和功利化，可能会

对学业和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以及对异性的渴望，虽然是恋爱的自然驱动力，

但若处理不当，也可能引起心理冲突。社会环境和群体压力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而缺乏婚恋责任意识

可能会导致恋爱行为的偏差。 
在大学阶段，学生首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这对他们的依恋系统是一个重大考验。

依恋关系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学生在面对学业挑战、人际关系建立、自我认同探索等问题时感到无助和焦

虑，从而加剧心理问题，甚至可能导致抑郁症状的出现。因此，积极的依恋关系对于大学生适应大学生

活至关重要。此外，积极的依恋关系还能够促进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良好的

依恋对象能够提供安慰和鼓励，帮助学生恢复信心，减少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支持有助于学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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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更健康的应对策略，如积极地自我对话、寻求社会支持和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逃避或自

责的方式。 

2.3.2. 社会角色 
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如学生、朋友、恋人、社团成员等，这些角色的多样性

和一致性或冲突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角色过载，即当个体承担的角色过多，超出其应对

能力时，可能会导致心理压力和疲惫感，从而影响心理健康。例如，一个学生可能同时要应对学业要求、

社交活动和兼职工作，这些角色的期望和责任可能会相互冲突，导致难以平衡和应对。另一方面，成功

地协调这些角色可以促进心理健康。当学生能够有效地管理不同角色间的期望和责任时，他们可能会体

验到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有助于增强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例如，一个在学术和社交活动中都积极参与的

学生可能会感到更加自信和满足，这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提升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角色冲突也可能

在个体内部发生，当个体对某一角色的期望与自己的价值观或能力不匹配时，可能会产生内心的矛盾和

挣扎。例如，一个学生可能在追求学术成就的同时，也感到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和朋友关系上，这

种内心的拉扯可能会导致焦虑和不满。 

2.3.3. 学校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 
校园文化和凝聚力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显著。参与校园活动和团体组织能增强学生的归属感，促

进心理健康。校园凝聚力的加强为学生提供了安全感和支持性环境，减少了孤独感和焦虑，提升了生活

满意度和幸福感。校园活动不仅有助于建立自信心和提高问题解决能力，还通过集体参与缓解压力和焦

虑。例如，山东商务职业学院通过“叶绿素”朋辈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将心理健康服务带入学生社区。 
校园团体活动如学习小组、体育俱乐部和志愿服务项目，增强了学生的社交网络，提供了情感支持

和实际帮助，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宋春蕾等(2011)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校园制度文化能规范行为，

创造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减少冲突和矛盾，保障心理健康。林若思(2014)强调，校园精神文化通过校风、

教风和学风建设，以及文化活动，净化心灵，陶冶情感，形成健康学习心态，促进心理成长。校园环境美

化、图书馆和校史馆建设、实验中心和研究场所优化，为学生提供温馨、典雅、整洁的环境，增强归属

感，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刘增芝等(2011)提出，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咨询

服务、宣传活动和培训，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提高心理素质。 
然而，校园社会融合过程中也可能遭遇挑战。一些学生在尝试融入校园社会时可能会遇到困难，感

到排斥或孤立，这可能导致自尊心受损和心理压力的增加。如果校园社区中的活动和团体未能充分代表

或包容所有学生群体，可能会导致某些学生感到边缘化，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校园内的

地域多样性也可能导致社会融合的差异，本地学生可能更容易融入，而外地学生，尤其是宿舍中唯一的

外地学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适应和融入，这可能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2.3.4.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朋友和教师提供的资源，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它不仅包括物质援助，

也涵盖情感上的关心和鼓励。这种支持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增强社会归属感和

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良好的社会支持还与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关，帮助更有

效地管理情绪，减少负面情绪影响。张慧超(2024)和黄偲婕(2023)的研究均表明，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

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压力水平越低。刘玲(2021)进一步指出，社

会支持的作用机制遵循动态交互模型，其中应激事件、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间存在两两交互作用，良好

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大学生积极应对应激事件，维持心理健康状态。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733


杨荷花 
 

 

DOI: 10.12677/ap.2024.1410733 347 心理学进展 
 

然而，社会支持也可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当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他们的期望不符时，

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压力和不满。此外，社会支持的获取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社会义务，如回报他人的期望，

这可能会增加个体的心理负担。例如女性比男性报告更多的心理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对他

人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更为敏感(Kessler & Mcleod, 1984)。在某些情况下，过度的社会支持可能导致个

体依赖性增强，减弱了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社会融合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多元化介入策略 

在社会融合的视角下，介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涉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相互

作用。社会融合不仅包括个体在社会中的归属感和参与度，还涉及依恋程度、社会支持、社会角色和社

区参与等多个层面。 

3.1. 恋爱与人际关系教育：培养安全依恋风格 

在大学校园中，恋爱和人际关系的教育对于学生的情感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提供恋爱和人际关系教

育，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安全的依恋风格，这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未来的人际关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安全的依恋风格是基于个体在童年时期与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之间建立的积极互动关系。这种

风格的人在成年后的恋爱关系中表现出信任、能够给予和接受爱，以及独立性。他们能够自信地与伴侣

沟通，解决冲突，并在关系中保持适当的自主性。 

3.1.1. 开设恋爱心理学和人际关系教育相关课程 
开设恋爱心理学和人际关系课程是高校培养学生情感智力和社交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些课程通常涵

盖恋爱关系的多个方面，包括情感表达、伴侣选择、关系发展阶段、以及长期维持健康关系所需的心理

基础。学生通过参与这些课程，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恋爱关系中的动态变化，学习如何通过有效沟通来增

进彼此的理解和亲密度。同时，课程还会教授解决冲突的策略，如倾听、同理心、非暴力沟通等，帮助学

生在面对关系中的分歧和挑战时能够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此外，课程还会探讨如何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伴

侣关系，包括界限设定、信任建立、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关系中保持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

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建立稳定和满足的恋爱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3.1.2. 推广积极的恋爱观念 
推广积极的恋爱观念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校园媒体和活动，我们可以广泛

宣传健康的恋爱观念，鼓励学生在恋爱中保持自我价值和尊重他人。这不仅涉及到情感的表达和沟通技

巧，还包括如何在关系中保持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例如，武汉大学的恋爱心理学讲座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它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科学有据的心理学知识，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爱情，找到适合自己的恋爱

方式。此外，天津大学开设的恋爱课和幸福课，旨在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婚恋观和家庭观，提升爱的能

力，包括爱自己、爱家庭、爱国家等。这些课程不仅讨论恋爱关系，还包括如何与人沟通、相处，以及如

何提升个人的幸福感。 
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恋爱观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可能会出现游戏化和功利化的趋势。因此，

教育者需要关注这些变化，并通过教育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这可能包括开设爱情教育课堂，

强化自我教育的作用，以及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引导干预。 

3.2. 强化大学生的角色适应与自我认同 

社会角色强调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多种角色，以及这些角色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个体在适应社

会角色时可能会遇到角色距离、角色不清和角色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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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角色教育与自我认知的培养 
角色教育和自我认知的培养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自我认知涉及对个人生理、心理状态及与

周围关系的了解和评价。自我反思和日记记录等方法促进了学生对自身角色的深入理解和自我认知的增

强。通过自我观察和评价，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情感和行为模式，这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通过研讨会和相关课程，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帮助学生理解社会角色理论，并认识到自己在家庭、学

校和职场中的角色。这有助于学生在面对角色期望和压力时，清晰界定自己的角色定位，减少心理压力。

自我意识的发展与心理健康紧密相关。成熟的自我意识有助于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从而更好

地应对挑战和压力。大学生通过自我调节和激励，在自我意识的分化和统一过程中，形成稳定的自我认

知，对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有积极影响。高校可以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咨询服务和支持性校园

文化等策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的角色，提高自我认知水平，促进心理健康和个人发展。这些措施有助

于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和角色适应能力，为未来的社会适应和个人成就打下基础。安

志权和石晓帆(2019)强调，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辅导员不仅是学生的心灵

导师，也是学校与学生沟通的桥梁。通过建立心理档案库和提供免费网络心理咨询平台，辅导员能更有

效地进行角色教育和认知教育，帮助学生认识自我、适应环境、提升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心理健康。 

3.2.2. 角色扮演和模拟实践 
角色扮演和模拟实践是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有效工具。在心理辅导和团队活动中，学生通过精心

设计的角色扮演活动，体验责任与挑战，安全地探索和解决角色冲突，从而增强适应能力。例如，模拟

家庭、学校或职场环境使学生在无风险情境中尝试不同的行为，学习沟通和冲突解决技巧，提升社交技

能并促进自我认知和同理心的发展。朱晶等(2020)指出，角色扮演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至关重要，帮助学

生深入理解自我与他人，增强自我意识和情感表达能力。李墨池(2021)也强调，角色扮演促进了自我探索

和理解，提供安全环境以减少风险和焦虑，帮助学生释放情绪并稳定心态。此外，角色扮演游戏(RPG)在
心理健康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允许参与者在虚构世界中互动，探索个人心理问题。在教育中，角色扮

演作为教学方法，通过案例研讨和情景模拟，帮助学生理解心理健康概念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最后，

角色扮演还可作为培训工具，帮助学生适应从学生到职场职员的转变，提前学习职业技能，增强自信心

和职业素养，减少未来工作中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3.2.3. 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培训 
通过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的培训，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黄武萍(2014)指出，团队活动在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和自主体验，极大地提高了心理健康教

育的效果。团队项目和合作游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让他们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倾听他

人的观点，并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互动有助于增强团队成员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认识到每

个人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在团队合作中，沟通技巧的培养尤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不仅促进信息的有效传递，还增进团队

成员间的信任和支持，减少误解和冲突。此外，团队合作还促进学生的情绪智力发展，让学生有机会体

验和表达各种情绪，学习如何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以及如何响应他人的情绪，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环境，建立和维护积极的人际关系。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的培训还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当学生在团

队中成功完成任务、解决冲突或达成目标时，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会得到提升，这对心理健康和

个人成长至关重要。团队活动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共同目标努力的精神，展现了团队成员的一致情感与态

度，是促进团队进步的内在力量。良好的团队显著提高工作学习效率，促进相互交流，并增进个体自信。 
华南农业大学的蔡秀娟等在实践中发现，学生团队间的朋辈心理辅导，即互助式心理健康教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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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调动成员的资源和才智，驱除不和谐和不公正现象，促进共同成

长，并给予真诚奉献者适当回报。 

3.3. 促进大学生学校层面的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将个体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参与程

度作为核心，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社会支持网络，这对于维护和提升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3.3.1. 组织多样化的校园活动 
组织多样化的校园是促进学生社会融入和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

活，还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发展兴趣和技能的平台。文化节可以让学生体验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艺术

形式，增进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体育赛事则激发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通过共同为胜利努

力，加强了学生之间的联系和默契；志愿服务活动则让学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会到成就感和自我价

值，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此外，这些活动还能够帮助学生在非正式的环境中与教

师和同学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这些联系有助于形成支持性的社交网络，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压力缓

解具有积极作用。 

3.3.2. 营造包容和支持的校园氛围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具有重要影响。黄必超(2015)提出，校园文化与大学生心理

健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王金火(2012)进一步指出，校园文化通过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文化等多种形

式，为大学生提供了积极、健康、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对于培养他们的自信、自尊、自爱和自律等

积极心理品质至关重要。黄毅静(2006)强调，校园文化活动能够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求，激发兴趣和潜能，

增强创造力和适应力。葛忠强(2010)补充说，校园文化建设还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意识。 
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学生能够感受到来自同伴和教师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于建立他们的自尊和自

信至关重要。通过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和包容性对话，学生可以学习到如何欣赏和尊重不同的文化背景、

观点和生活方式，这有助于减少偏见和歧视，增强校园内的团结和和谐。校园文化的支持性还体现在为

学生提供各种资源和机会，帮助他们应对挑战和压力。这包括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职业发展指导、学术

支持和社交活动等。通过这些服务，学生能够在遇到困难时获得及时的帮助和指导，从而更好地适应大

学生活，实现个人目标。此外，校园中的包容性政策和实践活动，如无障碍设施、性别平等倡议、反欺凌

项目等，都是营造支持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措施确保了所有学生，无论其背景如何，都能在校

园中公平地获得资源和机会，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宝贵成员。通过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学生能够参与

到校园文化的建设和维护中来，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还能够培养他们的领导

力和公民责任感。通过这些经历，学生能够学习到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为他们将来在全

球化世界中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3.4. 构建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是大学生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资源，它不仅包括家庭、朋友、教师和专业心理咨询师

的支持，还涉及到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这些都是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系统的关键要素。教育部

等十七部门发布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特别强

调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的重要性，这表明了多方面合作对于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作用。介入

策略应包括建立多渠道的社会支持系统，如家庭参与项目、同伴支持团体和专业咨询网络。这些项目可

以通过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增强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的认识和支持能力。同时，同伴支持团体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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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一个分享经验、相互鼓励的平台，这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样至关重要。专业咨询网络则确

保了学生在遇到心理困扰时能够及时获得专业的帮助和干预。此外，政策和资金支持也是加强社会支持

服务可及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的普及和提高服务

质量，使得更多的学生能够享受到心理健康服务。例如，通过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可以资助相关社会组织在重点地区、领域、群体开展社会服务，这包括未成年人保护、孤儿和农村留守

儿童的关爱服务等，这些都是加强社会支持、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措施。 

4. 结论 

在当前社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社会融合的

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多元化的介入策略。 
首先，本文揭示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学术压力、就业困难、人际关系

适应以及文化认同等问题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导致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等心理

健康风险。成人依恋、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本文探

讨了社会融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社会融合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还通过

依恋关系、社会角色、学校层面的社会融入和社会支持等多个层面产生具体影响。社会融合程度过低会

导致孤立和绝望，而过高则可能引发利他主义自杀等心理问题。因此，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出

一种复杂的曲线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多元化的介入策略： 
1) 恋爱与人际关系教育：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和推广积极的恋爱观念，帮助学生建立安全的依恋风格，

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 
2) 强化角色适应与自我认同：通过角色教育和自我认知的培养，帮助学生理解社会角色理论，增强

自我意识和适应能力。同时，通过角色扮演和模拟实践，提升学生的社交技能和情感表达能力。 
3) 促进学校层面的社会融入：通过组织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营造包容和支持的校园氛围，增强学生

的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度。 
4) 构建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网络：建立包括家庭、朋友、教师和专业心理咨询师在内的社会支持系统，

以及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健康保障。 
综上所述，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融合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具有

针对性的介入策略。这些策略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其全面发展。未来，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来验证和完善这些策略，以更好地应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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