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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研究医科类院校学生心理危机现况以获得其对心理危机干预真正需求，为校园心理健康工作

提出指导意见。方法：本研究使用方便抽样方法，通过线上社交平台收集数据，共收集有效数据169份，

获得心理危机现状，以分析医科类院校大学生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结果：数据结果显示，通过EXCEL
描述性分析人口学特征百分比、平均分、方差等结论，利用IBM SPSS 26软件求得心理健康量表的总均分

为2.586 ± 0.877显著高于一般水平(t = 8.742, P < 0.05)，根据人口学特征分类分析得出男女心理危机检

出率无明显差异(χ2 = 5.287, P > 0.05)，大一新生、大四、大五毕业生心理危机检出率有显著差异(χ2 = 
11.976, P < 0.05)。结论：某医科类院校心理危机现状情况不容乐观，相关部门应该引起重视，随着思想

的进步，男女生对心理危机干预的需求无显著差异；新生、毕业生面对生活环境变化对心理危机干预的需

求性更高，应该加强对于重点人群的关注；医学生所面临的心理危机主要源于人际交往和学习方面的压

力，这些因素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人际关系压力是导致医学生心理危机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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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 med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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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btain their demand fo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mental 
health on campus.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the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o collect data 
through online social platforms, and collected a total of 169 valid data, to obtain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to analyze the needs of medical student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
sults: The dat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mean score of mental health scale of 2.586 ± 0.87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general level (t = 8.742, P < 0.05),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psycholog-
ical crisis (χ2 = 5.287, P > 0.05), an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freshmen, seniors and senior gradu-
at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χ2 = 11.976, P < 0.05).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sycho-
logical crisis in a medical college is not optimistic,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with 
the progress of thinking, the demand fo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has more demand fo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key groups;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faced by medical students is mainly due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pressure, these factor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Among them,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ess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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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医学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医学生压力逐日剧增，学业压力、生活压

力等，并不断演变为心理危机，日渐累计甚至转变为行为危机乃至生命危机，危及学生的成长、发展乃

至生命，因心理问题所引发的学生自杀、犯罪等恶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医科类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

已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其中医科类院校大学生不仅面临和普通大学生同样的普通心理压力，同时面临更

加严苛的课程考核制度、从未接触过的完全陌生的临床领域以及关系于患者生命的责任。因此医学生在

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毕业生肩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迫切需要得到心理上的抚慰和支持。因此，医学院校的学生群体危机源更多，在心理方面相对脆弱，医

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频发。本次研究有助于了解医科类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现状以及了解医科类院校大

学生对心理危机干预的真正需求，提高其主动寻求心理危机干预的积极性和可得性，改善医科类院校大

学生心理危机现状，找出正确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手段，加强医学院校学生心理危机的预防和预警机制，

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2.1. 国外相关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非常重视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塞尔蒙首次提出由战争导致的急性悲哀反

应的问题。心理危机的相关理论于 20 世纪 40 年代被首次提出，而现代心理危机干预之父，卡普兰对心

理危机的定义被广为认可。心理危机是当一个人遭遇突发事件或面临重大问题、挫折、困境时，由于无

法避免相关负面场景的出现以及无法运用自身的能力和方法解决问题，其心理状态可能会出现危机。当

个体在面临人生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大问题或者大改变时，若觉得很难解决或者很难掌握，则身心平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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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破坏，平常的生活将被扰乱，心灵的紧张感将累积起来，最后造成思想与行为上的紊乱，处于不平

衡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危机。因此，在危机中，个体必须保持心理上的平静，以避免产生过度的恐慌

情绪，从而更好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和挫折[1]。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采取紧急应对的方法帮助危机者从心理上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其症状得到立

刻缓解和持久消失，心理功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并获得新的应对技能，以预防将来心理危机的发生。

危机干预的概念最初是由林德曼和卡普兰提出的，他们认为：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就是帮助个体应对自

己对于复杂场景的认知和思维，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反应，也就是帮助他们应对与事件有关的情绪和观

念，促进对于其他同一场景的应对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应对某个特定事件[2]。心理危机中的“危”“机”

并存，在化解心理危机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新的应对技能来获得自我的提升，同时也可以提升预防其他心

理危机的发生。因此，心理危机干预可以理解为通过护理、支持和协助来恢复心理平衡和安全应对危机

来解决问题，而不假设危机中的人发生变化[3]。简单地说，心理危机干预是关于帮助处于精神危机中的

人们恢复心理平衡[4]。 
大学生心理危机是成年早期心理社会性危机集中体现，其发生与发展深受个体发展任务、社会文化

压力及心理可塑性差异影响[5]。同时，乔治·埃夫斯塔西乌指出，大学生习惯于使用新技术，在美国和

英国都提供了大量面向大学生网络心理咨询服务。在他的调查中收到的大量信息都表明，网络心理咨询

服务受到了欢迎，但他同时也指出：心理网络咨询的目的不是取代完全的治疗干预，简单的危机可以通

过网络咨询来解决，但更复杂的危机与困难仍需参考传统服务，这更适合提供全面的治疗[6]。 

2.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各位专家学者也高度重视医科院校对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问题的研究，心理危机诱因众多，心理

危机的产生又具有一定的隐蔽性[7]。对于心理危机的分类，学者詹启生将心理危机分为两类即发展性危

机和意外性危机。同时，他认为危机类型括情境性危机、发展性危机、内心危机以及存在危机[8]。但学

者章成斌认为危机类型括情境性危机、发展性危机、内心危机以及存在危机。有研究表明十几岁晚期和

二十岁早期为抑郁症状高流行的年龄组，但大多数年轻人并不会积极寻求心理干预，抑郁程度与寻求帮

助的意愿呈现负相关。蔡哲教授指出，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根源在于生理和心理上的矛盾所带来的挑战，

以及市场经济和就业压力所带来的心理困境，还有人机交往所带来的心理危机，以及性生理成熟和性心

理不完善所带来的危机[9]。章成斌教授说医学生心理危机主要是指医学生个体采用常规处理方式之后不

能应对当前遭遇的内外心理困境时出现的心理失衡[10]。 
当前，伴随着心理危机干预的丰富以及危机预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危机干预已经成为既包含

应急反应又涉及长期性预防措施的较为积极主动的领域。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建立起

一套完整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缺乏专门针对医学本科生的调查问卷等统计工具，因而对其进行系统全面

地分析仍有很大难度。同时，国内也尚未形成完善的专业文献数据库，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11]。 
通过对国内文献进行分析比较发现，我国对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等方面的研究总体上开始时间较

晚，各项干预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国内，关于医科类院校学生心理危机及其预防措施方面的研究成

果较少，特别是针对医学生这个特殊人群的心理危机及防范对策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课题正是基于

此背景而生，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医科类院校的学生心理危机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将立足

于医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研究某医科类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以了解医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需求，以期促

进医科类院校制定相关促进心理健康的措施，减少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率。 
总之，我国医科院校在预防和干预大学生心理危机方面的研究有所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短板，

面临着众多挑战和难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我国医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既要重视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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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学习，又要突出有关预防工作及建立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机制的意义[12]。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通过微信、QQ 等社交媒体在某医科类院校范围内进行，通过问卷星展开问卷调查由

被调查者自行填写问卷，并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后现场收回。其中调查对象为某医科类院校大一、大二、

大三、大四、大五学生，共发放 200 份，共回收 170 份，有效问卷 169 份(99.41%)，其中男生 60 人(42.86%)，
女生 109 人(57.14%)，通过了解其心理健康现状，得出其心理危机干预需求。 

3.2. 研究方法 

采用 EXCEL、IBM SPSS 26 进行数据处理。主要运用了数据统计分析通过总均数进行总体评定，求

得个体心理健康量表总均分，定量资料则用均值、标准差和极值来描述，同时通过显著性分析以及分析

各项影响因子得分情况，分析医科类院校大学生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真正需求。 

4. 研究结果 

4.1. 某医科类院校心理健康量表数据统计描述 

通过 EXCEL 整理数据并进行统计描述可得：① 169 名受试者中 71 名学生(42.01%)，心理状况良好；

32 人(18.93%)有着轻度心理危机；中度心理危机者 57 人(33.73%)；重度心理危机(较严重和严重)者 9 名

(5.3%) (表 1)。② 参加本次问卷，男生共 60 人，女生 109 人(表 2。③ 其中 60 名男生中 27 名(45%)心理

状况良好无心理危机；轻度的心理危机的有 12 人(20%)；中等程度心理危机问题的有 15 人(25%)；严重

心理危机问题的有 6 人(9.97%)。④ 109 名女生中，小于两分，即心理健康者共 45 人(41.28%)，轻度的心

理危机的有 20 人(18.35%)；中等程度心理危机的有 41 人(37.61%)；严重心理危机的有 3 人(2.75%)。 
 

Table 1. Score of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students in a medical school 
表 1. 某医科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得分情况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无心理危机 71 42.01% 

轻度心理危机 32 18.93% 

中度心理危机 57 33.73% 

重度心理危机 9 5.3% 

总计 169 100.0% 

2 4 3 

2 4 3 
 

Table 2.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medical students 
表 2. 某医科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量表人口学特征分布图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男 60 35.50% 

女 109 64.50% 

总计 1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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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一 16 9.5% 

大二 40 23.7% 

大三 36 21.3% 

大四 39 23.1% 

大五 38 22.5% 

总计 169 100% 

4.2. 某医科类院校心理健康量表数据统计分析 

4.2.1. 年级差异 
通过 IBM SPSS 26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可得：某医科类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总均分为 2.588 ± 0.874

显著高于一般标准(t = 8.742, P < 0.05)按照不同人口学特征分类求得心理健康量表总均分可得均显著高于

一般标准(表 3)。 
 

Table 3. The total mean score of the mental health scale based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3. 基于人口学特征的心理健康量表总均分 

 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t 值 P 值 

总均分 169 1.167 5.00 2.5881 0.87452 2.9330 8.742 <0.05 

大一 16 1.72 4.00 2.6625 0.79229 2.9500 3.345 <0.05 

大二 40 1.72 4.23 2.5788 0.73992 2.7750 4.947 <0.05 

大三 36 1.47 4.25 2.5176 0.91558 2.4083 3.392 <0.05 

大四 39 1.17 4.60 2.4953 0.94038 2.6167 3.289 <0.05 

大五 38 1.60 5.00 2.7285 0.95034 3.0000 4.726 <0.05 

4.2.2. 心理症状 
由表 4 可见，男、女生心理危机检出率分别为 56.7%，50.7%基本相同(P > 0.05)无显著性差异；对于

不同级别的大学生心理危机检出率分析可见，大一至大五不同年级的学生心理危机检出率有着较高的不

一致性，各年级心理危机检出率不同。 
 

Table 4. Comparison of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表 4.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不同程度心理症状构成比较 

人口统计学特征 个数 无心理 
危机 

轻度心理 
危机 

中度心理 
危机 

重度心理 
危机 χ2 P 值 

性别 
男 3 26 (43.3) 12 (20.0) 16 (6.7) 6 (10.0) 

5.287 >0.05 
女 4 45 (41.3) 20 (18.3) 41 (37.6) 3 (2.8) 

年级 

大一 7 6 (37.5) 4 (25.0) 5 (31.3) 1 (6.3) 

11.976 <0.05 

大二 4 17 (42.5) 8 (20.0) 14 (35.0) 1 (2.5) 

大三 4 16 (44.4) 5 (13.9) 13 (36.1) 2 (5.6) 

大四 4 16 (41.0) 14 (35.9) 6 (15.4) 3 (7.7) 

大五 4 16 (42.1) 1 (2.6) 19 (50.0) 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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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心理健康影响因子分析 
整理相关数据可得表 5：① 所有影响因子受试者的总均分平均值均大于 2，这表明参与者中各种因

素存在一定程度的轻微问题。尽管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并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然而这些问题仍需引起

足够的关注和妥善处理。其中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偏执、情绪不稳定和学习压力被证明是对学习产生最

为显著影响的前三大因素。其次分别为焦虑和抑郁以及其他一些可能导致心理障碍的负面情感因素。这

表明这些因素对参与者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因此需要优先考虑并加以处理。此外，在具

体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不同的压力源，如家庭、学习、社交、工作等，对个体的生活和工

作产生着各自独特的影响因素。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所涉及的潜在危机因素进行精准控制，可以有效降

低心理危机的发生率，同时协助参与者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各种压力。因此，识别并妥善处理主要的压力

源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Table5. The average value of mental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l students 
表 5. 医科类院校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子平均值情况 

影响因子 平均值 序列 

强迫症状 2.542 8 

偏执 2.944 1 

敌对 2.499 10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2.582 4 

抑郁 2.512 9 

焦虑 2.566 5 

学习压力 2.668 3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据研究结论可得，某医科类院校的大学生心理危机现状较为严峻，其发生率高达 53%，同时心理健

康量表的总均分为 2.586 ± 0.877 显著高于一般水平(P < 0.05)，对心理危机干预需求较大需要引起相关部

门重视；男、女生心理危机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说明心理危机需求在不同性别中需求无差别，同时随着

科技发展，性别观念进步，女性也逐渐摆脱更易发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并未出现随着年级增长其心理

危机出现率上升的趋势，反而在大一初入学年级以及大四大五年级中心理危机出现率呈现显著差异，说

明在从高中步入大学面临人生重大转变时，医学生更易产生心理危机，同时新生、毕业生面对生活环境

变化对心理危机干预的需求性更高，应该加强对于重点人群的关注。 

5.2. 对策建议 

应该加强大学生预防心理危机的教育工作，才能获得小投入、大收获的高效益回报，建立健全大学

生生命观价值观，完善自我教育，提升对环境以及外界的适应性以及人际交往能力。而在校方以及各个

机构更加应该重视危机源头的控制，应该加强构建和完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工作体系，可以有

效降低心理危机的发生率，更好的帮助大学生进行心理危机的处理应对[13]。而其中应该坚持生命至上、

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兼顾及时性和发展性，同时强化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应对方式的指导，建立和完善

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强建设高素质高校心理危机干预队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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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对医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原则 
在面对学生心理危机时，我们必须坚守“以生命为本”的原则，因为学生的生命是我们各项工作的

核心，而生命则是至高无上的。同时我们应该重视及时性原则，当心理危机不断恶化，最终演变成个体

的自我毁灭和自我伤害时，作为学生个人，不仅会遭受身体上的伤害和生命上的损失；对家庭而言，这

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对当事人的父母来说，更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于周遭的同窗好友而言，亦会引

发应激反应，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则会导致应激性创伤后遗症(PTSD)。 

5.2.2. 对医学生心理危机的三级预防 
应该加强医学生预防心理危机的教育工作，积极进行初级预防即在心理危机尚未产生之初便进完善自

我教育，提升对环境以及外界的适应性以及人际交往能力。校方以及各个机构更加应该重视危机源头的控

制，要加强建设与完善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预警与干预工作体系能够有效地减少其发生，从而更好地帮助

大学生应对处置心理危机。建立和完善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才能获得小投入、大收获的高效益回报。 
而在心理危机发生之后，提升对于学生心理危机发生的识别率，定期对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相应检

查，坚持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更加应该加强对于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个体进行积极的帮助和治疗，

减小心理危机给学生带来的危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15]。 
对于出现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更加应该注意其治疗，避免心理危机产生更多其他并发症，例如自

毁自伤行为以及伤害其他人，同时减少心理危机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伤害。 

5.2.3. 加强对危机源的管理 
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医学生所面临的心理危机主要源于人际交往和学习方面的压力，因此，

通过控制这两个潜在的危机因素，可以有效地提升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对此校方可以从学生角度出

发维护学生权益以及尊严，积极优化教育教学制度，完善优化校园内竞争机制以及优化学生学习生活环

境，我们需要将考核指标拓展至班级、院系等单位，以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经验交流和探讨。同时针对

大一、大四、大五年级学生面对生涯巨大：转变升学变化、毕业相关事宜，学校方面应该将其认定为心

理危机高发对象，加强对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关注，以确保他们能够及时接受心理危机干

预措施。加强大学生的挫折教育和职业规划，同时为医学生提供新生开学指导和毕业就业指导。总的来

说，高等教育机构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减少危机的根源，降低其强度，并尽可能地减少危机的发生，

从而从根源上遏制心理危机的发生[16]。 

5.2.4. 培养学生个人对心理危机的应对方式 
但同时心理危机并非特指问题本身，而是当事者的情绪困境。因此，也更加应该注重对医学生积极

心理观念的培养，加强医学生三观和自我认知的教育培养：在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

育时，需要结合社会背景、大学生的个体特征以及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树立科学人生观和价值

观，以及完善自我人格，医学生能够坚定自我并欣赏自我，从而抵御外界环境的干扰，并提供了一种更

为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心理危机干预的内涵。 
当代大学生应该加强适应性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帮助引导医学生形成随遇而安的积极心态，

允许一切的发生，正视自身的各类情绪，积极消除化解，科学合理的管理自身情绪，对于特殊情况也可

以允许自己“逃避”以减少应激性刺激。稳定的情感状态和出色的适应能力，能够极大地降低心理危机

的发生率。 

5.2.5. 建立和完善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 
高等教育机构应当建立一套全面的社会支持体系，旨在为医学生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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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心理救助、贫困生支持和师生交流等方面，同时尊重医学生的友谊和爱情关系，促进师生之间的

交流和沟通，为大学生提供更加广泛和多样化的活动场所和内容，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人际关系[11]。 
同时为了培养高素质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兼

职教师的培训，以填补当前心理危机干预领域专业人才的短缺。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和要求，逐步

实现专职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人员的持证上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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