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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其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因素(生理变化、学业压力等)和外部

因素(家庭环境、学校氛围、社会环境等)。家庭中父母忽视孩子精神需求、家庭矛盾等，学校里学业竞

争、不良教育环境等，社会上网络信息误导、污名化现象等，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为解

决这些问题，需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合作。家庭应提升育儿认知，增进亲子关系；学校要完善心理健

康教育机制，营造积极教育环境；社会需重视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加强基础研究和标准化建设。通

过各方努力，建立心理健康管理模式，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筑牢“防护墙”，助力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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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concern.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clud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physiological changes and academic pressure)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family environment, school atmosphe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families, parents’ ne-
glect of children’s spiritual needs and family conflicts, in schools, academic competition and poo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 society, misleading online inform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all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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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work together. Families should enhance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improve parent-child re-
lationships; schools need to impro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chanisms and create a positive edu-
cational environment; society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s and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and standardization.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parties, an 
effective 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model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build a “protective wall” for ado-
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support their health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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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经世界卫生组

织(WHO)调查报告得出，全世界大约有 20%的青少年在中学时期存在心理问题；同时也有学者发现，将

近有 50%的成年人心理障碍是起源于 14 岁之前。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育的重要阶段，也是构建自我

认同、培养健全人格、发展社会技能的重要时期，真实的自我认同、健全的人格可为成年后发展社会技

能、承担社会功能等奠定坚实基础。《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发现，参与调研的 3 万名

青少年中有 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社会适应能力

和人际关系，还可能对其成年后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造成长期负面影响(靳晓燕，2023)。随着我国社会

的转型，青少年生长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被理解的心理诉求逐渐增大，而家庭、学校、社

会无法满足，这些都可能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乏，促使青少年极易生成消极心理和焦虑抑郁等

不良情绪，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张锐，2021)。 

2.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2.1. 内部因素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不断接触外部世界、完善自我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自我认知逐渐清晰，对外界的感知也愈发敏锐，因而更容易感受到来自自身和外

界的压力。生理变化、学业负担加重、智能设备的诱惑、人际交往的复杂化、亲子关系的调整、需求层次

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构成风险。由于儿童青少年的

身体和心理尚处于不稳定状态，他们在面对这些风险因素时，可能会出现应对不当或不知所措的情况，

且自我调适能力相对不足(马晓燕等，2025)。如果这种不良情绪长期得不到有效处理，就可能引发心理问

题，不仅会影响儿童青少年当下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其成年后的心理健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研究发现，基因异常与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焦虑症和孤独症等心理问题密切相关，但其具体作

用机制仍未完全明晰。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们在探索基因与精神障碍之间的

联系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然而，基因因素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精神障碍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它不仅受到认知、行

为、发展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还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异常紧密相连。例如，神经递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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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神经发育过程中的异常以及神经可塑性的改变等，都可能在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躯体残障和慢性疾病也被认为是影响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因素。慢性疾病患者长期承受身体

不适和治疗压力，容易引发心理应激反应，进而导致情绪障碍或心理疾病。而躯体残障人士在生活自理、

社会参与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可能引发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因此，关注心理健康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综合考虑基因、大脑神经机制以及躯体健康等因素的交互

作用。 

2.2. 外部因素 

2.2.1. 家庭因素 
家庭能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健康成长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心理支持与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儿童青少年

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主体。安全、温暖的早期成长环境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因素。即便经济不富

足，甚至家庭结构不完整，但如果孩子能够感受到安全和爱，仍然可以成长为有健全人格的人(陈雪峰，

2024)。但家长往往更重视满足儿童青少年生理、安全的需求，忽视其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当孩子出现

心理行为问题时不能及时发现，且很多时候将其归结为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例如，有些父母由于自身工

作和生活压力，日常忙于生计，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与孩子进行思想的交流和情感的沟通，使孩子没有

与父母之间正常沟通的渠道，孩子与父母之间产生疏离感；有些二胎甚至多胎家庭，父母无暇顾及大一

点的孩子，忽略了这部分孩子内心真实的需求，导致孩子产生消极情绪；还有一些孩子被迫成为留守儿

童，长期与家中老人独处而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导致孩子性格变得孤僻，出现一些心理障碍，难以

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且许多家长眼中只有成绩，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关注度仍有欠缺(王士鹞，2023)。 
此外，家庭矛盾也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摇篮，但家庭中的争吵、

冷战等问题往往会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创伤，影响青少年的情感发展和人际关系(蒋海浪，2025)。 

2.2.2. 学校因素 
在儿童步入学龄期后，学校成为保障其身心健康的重要责任主体之一。随着学龄期儿童青少年逐渐

面临学业压力、朋辈关系、师生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为此，学校积极

采取多种措施来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例如设置健康教育课程以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配备心理健康

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心理干预等。然而，学校对心理安全的过度焦虑，却引发了教育主管部门对心理安

全工作监督的泛化。与此同时，部分学生可能会利用心理问题逃避现实问题，而学业压力的增大、睡眠

时间的不足、电子产品的侵蚀以及课外补习对课余时间的侵占等问题，也给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带来

了诸多隐患。 
王海琪等人(2024)在一项对上海嘉定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中指出同伴支持、学校氛围与心

理健康呈正相关关系。青少年社会活动较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学校是青少年身心成长发展的重

要场所。良好的学校氛围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对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伴教育在提升青少年情绪控制能力、人际协作能力以及心理弹性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学、

朋友之间的有效沟通在青少年人际交往中占据关键地位。和谐的同学关系能够为学生带来强烈的安全感，

积极的同伴氛围能够传递正能量，激励青少年积极向上。当青少年偶尔出现情绪波动或遭遇困难时，通

过与伙伴倾诉，可以有效宣泄情绪，获得鼓励，从而重拾信心。 
除此之外蒋海浪(2025)认为学业竞争是青少年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竞争的

加剧，许多青少年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然而，

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压力往往会导致青少年产生厌学、焦虑等心理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

的渗透愈发显著，导致了恶性竞争的频繁出现。如今，各类培训机构和线上教育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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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吸引学生和家长参与课后辅导。在资本的不良驱动下，家长们纷纷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课后辅导班中，期望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然而，这种做法不仅给家长带来

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也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学习负担。在学校方面，教师也受到这种恶性竞争的影响，

往往更注重学生的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心理健康。在家庭和学校这种过度关注成绩的

“双重压力”下，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反而可能出现身心疲惫、厌学、逆反、抑郁

等消极情绪和心理问题。如果这些消极情绪和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关注，将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2.2.3. 社会因素 
根据吴月(2025)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研来看，截至目前，绝大部分的儿童青少年在日常学习和生活

中都有使用手机和电脑上网的习惯。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与电子产品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内容

更繁杂，儿童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刻，缺乏信息分辨能力与心理调适能力。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当代儿童青少年作为网络“原住民”，从小就沉浸

在网络世界中。他们长时间、广泛地接触网络，常常用于社交、刷短视频、玩游戏、追剧、看小说等活

动，甚至有些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网络上，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一旦沉迷于网络，他们往往难以按照

现实生活的原则作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选择，比如主动学习或参加体育锻炼。当前网络信息繁杂多样，

而大多数儿童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的阶段，社会经验相对不足，对于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和是非对错还

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和诱惑，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当前社会环境中，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污名化”和“病耻感”。污名化是指社

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贴上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从而导致这些个体或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它既包括

对疾病的污名化，也包括对社会群体的污名化。病耻感与疾病污名化紧密相连，是指患者因患有某种被

社会污名化的疾病而受到歧视和疏远，进而产生内心深处的羞耻感。在我国青少年及其家长群体中，由

于社会污名化的压力，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身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也不主动寻求治疗，这种现象较为普

遍。病耻感不仅影响患者自身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也会对家庭成员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社会环境能

够营造出让个体感到安全、公平的氛围，将更有利于保障心理健康。此外，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媒体环

境、自然环境等，以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战争冲突等突发事件，都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

影响。 

3. 解决措施 

吴月(2025)在家校共育的背景下认为家庭、媒体和学校是保障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力量。家庭

作为第一道防线，父母及其监护人需提升自身认知，学习新的子女抚养教育知识，摒弃不科学的育儿方

式，平时父母及其监护人可以通过阅读书籍、观看青少年心理科普栏目等方式学习相关知识，弥补经验

上的不足；全面关注孩子的成长，不仅以成绩评判孩子，更要注重内心感受，平常多多陪伴孩子，参与

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增进亲子关系，成为孩子的坚实后盾。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应发挥引导作

用，如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通过专题报道、公益广告、短视频等形式，宣传良好家庭教育新模

式，推广新型家庭教育理念，助力家长了解先进的教育方法。同时搭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沟通平台，

挖掘优秀案例，通过访谈、实地拍摄等方式进行展示，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学习氛围。学校作为心理健

康教育的主阵地，要制定心理健康教育体制机制，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与任务，将心理健康课程纳入

教学计划。成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室，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心理咨询师，按照一定比例配备，如每 1000 名

学生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危机排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监测系统，利用专业测评工

具，每学期进行至少一次全面排查，及时发现潜在心理问题学生。完善心理健康档案，定期组织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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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知识讲座，邀请专家进校讲解，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落实教师责任制，关注学生心理健康，营造积极

健康的教育环境。这三者相互配合，共同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 
陈雪峰(2024)认为国家应该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纳入国家级规划，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再到 2018 年启动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以及 2023 年教育部等 17 部门印发专项行动计划部署八项重点工

作，我国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已经进行了系统布局。当前，各地各部门需结合实际落实相关要求，尤

其要关注教育领域心理服务资源与教育资源配置和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以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建设心

理服务体系，同时注重心理健康教师的培养，建立规范的上岗培训和考核机制。在心理服务标准方面，

我国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心理健康测评工具滥用、心理服务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和资质等问题，需要

心理学专业工作者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测评工具，并严格遵循心理服务的伦理要求。此外，加强心

理健康基础性研究至关重要，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受多种因素影响，需要集聚多学科人才开展科技攻关，

推动国家层面建设心理健康研究平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心理服务技术和

产品。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面临来自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影响心理健康的风险，需要通过充分考

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等的协同作用，建立有效的心理健康管理模式，可实现对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全过程持续性地监测，有效防控风险，筑牢心理健康的“防护墙”支持系统，

为其实现自我认同、构建健全的人格奠定坚实的基础。 

4. 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跨学科研究将不断深化，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遗传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将更加紧密，从

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度全面揭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和发展轨迹。例如，通过研究特定基因

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来深入理解青少年心理疾病的发生机制。其次，

早期筛查和干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开发更加精准、

高效的早期预警工具和筛查方法，能够在青少年心理问题萌芽阶段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从而有效预防

心理问题的恶化。 
此外，干预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除了传统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外，还将结合新兴的技术

手段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干预手段。同时，根据每个青少年的具

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提高干预效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的重要方

向，通过探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优化、家庭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的改善，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建

设等方面，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有利的心理健康环境。 
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将更加注重文化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在心

理问题的表现和应对方式上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开展跨文化研究，以制定更具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心理健

康干预策略。最后，随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相关研究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

社会资源投入，这将有助于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持续发展，为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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