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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脆皮大学生”、“大学生脆脆鲨”等反映大学生身心健康问题的网络热词频现，新时代背景

下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该如何有效衡量？如何进一步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

构建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评价体系，以浙江省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TOPSIS
法进行综合评价，并运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差异。结

果表明：(1) 社会方面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影响较高，在社会和心理方面，大学生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2) 不同性别、年级、学校、月支出、专业的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均无显著差异。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建议构建校社健康体系，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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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net buzzwords such as “Crispy College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 Crispy 
Sharks”, which metaphorically refle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faced by college 
students, have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era, how can we effec-
tively assess and further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argeting college stu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analyzed using the TOPSIS method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fur-
ther examined through t-tests and ANOVA to compare vulnerability differences acros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Social factors exerted the highes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ith significant vulnerability observed in both social and psy-
chological dimensions. (2)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ulnerability were found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cademic years, institutions, monthly expenditures, or major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a campus-community health frame-
work and encourage students’ proactive engagement in self-manage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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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

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其身心健康状况对于国

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近年来，随着学业压力、就业竞争以及人际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

学生身心健康危机事件频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还可

能对他们的未来产生长远的不良后果[1]。同时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交媒

体中无形的比较，网络世界信息铺天盖地，虚假信息真假难辨，部分大学生由于长时间沉浸在网络的虚

拟世界中难以自拔，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遭受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大学生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呈现出了一

定的脆弱性。从十八大以来，党和中央高度就特别提及大学生群体，重视并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早在

2022 年，我国也进行了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并因此发表蓝皮书。由近年政策和各项调查可

见，全国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我国现当下相当重要并棘手的问题。基于此，对大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进

行脆弱性评价以及探究清楚大学生群体之间的脆弱性差异是十分必要的。 
脆弱性研究起初多运用在气候变化、生态学、公共健康、灾害应急管理等领域，逐渐扩展到网络领

域[3]。其中脆弱性量化评估可以作为衡量系统脆弱程度、表征系统可持续发展态势的有效途径。本文引

入脆弱性概念，以浙江 11 个市的部分大学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 TOPSIS 法对被调查群体的身心健康构

建了脆弱性评价体系，了解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程度。旨在探究大学生群体之间的脆弱性差异。

寻找导致大学生身心健康问题或影响的根源，识别高风险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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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材料 

2.1. 测量量表 

问卷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包含性别、年级、专业；第二部分为各维度的

测量，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测量，范围从完全认同(5)到完全不认同(1)，如表 1。 
 
Table 1.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vulnerability in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维度 题项 参考文献 

生理方面 

均衡的饮食对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4] [5] 

充足的睡眠对保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您认为您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处在比较健康范围(BMI：国际常用的衡量人体肥

胖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标准) 

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对减少身体疾病风险有益 

您从来都没有抽过烟或过度饮酒(不良嗜好) 

心理方面 

您最近从未感觉自信心不足、消极失望 

[6]-[8] 

您认为“在人际交往中，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不仅有助于您更好地

理解自己，还能增进与他人的关系” 

您对您的生活(专业、作息、娱乐活动等)比较满意 

您能很好地抵制外在的诱惑 

当您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您认为“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主动寻找解决

方法”对减轻学习压力很有帮助 

社会方面 

您身边没有内卷现象或您本人也没有内卷行为 

[9] [10] 

您认为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融洽，感到自己属于这个集体 

您认为学校的课外集体活动有助于您放松身心，减轻学业压力 

您和舍友的关系和谐融洽 

您认为参与社团活动有助于建立健康的社会关系 

数字化方面 

您不会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网络游戏上 

[11]-[13] 

您觉得校园网贷，花呗借钱的行为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您对于“我从未遭受过虚拟性骚扰”的认同程度是 

您对于网恋这一行为会影响身心健康的态度是 

“数字化工具(如社交媒体、在线学习平台等)为大学生提供了更便捷的学习和生

活方式” 

2.2. 研究方法 

2.2.1. 大学生脆弱性体系研究框架 
想要解决大学生身心健康问题必须从基本出发，那么了解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尤为重要。基于此出

发角度，本研究从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社会方面、数字化方面进行多方位的评价以此构建大学生身心

健康脆弱性评价体系。 
• 生理方面：聚焦基础健康管理：通过饮食结构合理性、作息规律性(睡眠时长)、BMI 指数达标度、运

动频率及成瘾物质接触(烟酒)五个层面，评估学生身体机能维护与健康风险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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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方面：围绕心理韧性建设：从自我价值认同(自我效能感)、情绪表达能力、生活满意度、诱惑抵

御机制及压力应对策略五个角度，揭示学生心理调适能力与积极心态培育路径。 
• 社会方面：侧重关系网络构建：通过非理性竞争感知(内卷行为)、群体归属感(师生/舍友关系)、集体

活动参与度及社团社交价值四个观测点，解析社会支持系统对压力缓冲的作用机制。 
• 数字化方面：关注科技双刃剑效应：从网络沉迷程度(游戏时长/网恋认知)、数字消费观念(网贷接纳

度)、虚拟空间安全防护(性骚扰防范)及工具理性使用(学习/生活赋能)四个方向，衡量数字化时代新型

健康风险与资源利用能力。 

2.2.2. TOPSIS 法 
TOPSIS 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通过构造评价问题的正、负理想解，即各指标的最优解和

最劣解[14]。是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的方法，是在现有的对象中进行相

对优劣的评价。是一种常用的综合评价法，其能充分利用原始数据的信息，其结果能精确地反映各评价

方案之间的差距。该方法对数据分布及样本含量没有严格限制，步骤如下： 
(1)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构建标准化矩阵 Y： 

正向指标：
( )

( )
min

max min

ij j
ij

j j

X X
Y

X X

−
=

−
   负向指标：

( )
( )

min

max min

j ij
ij

j j

X X
Y

X X

−
=

−
 

(2) 确定指标权重 W，形成加权规范化矩阵 Z，采用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法相结合。 
(3) 确定正理想解 Z + 和负理想解 Z − ： 

{ } { }1 2max | 1,2, , , , ,ij nZ Z j n Z Z Z+ + + += = ⋅⋅⋅ = ⋅⋅ ⋅  

{ } { }1 2max | 1,2, , , , ,ij nZ Z j n Z Z Z− − − −= = ⋅⋅⋅ = ⋅⋅ ⋅  

(4) 计算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 )2

1
n

i j i ij jD W Z Z+ +
== −∑   ( )2

1
n

i j i ij jD W Z Z− −
== −∑  

(5) 计算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iC ： 

 i
i

i i

D
C

D D

−

+ −=
+

 (1) 

其中， iC 代表大学生身心健康状态系数，取值区间为[0, 1]，数值越大表明反应身心健康状态越好。 

3.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浙江的在校大学生，数据采集分为前测与正式测两个阶段，前测时间为 2024 年

7 月，前测共获取 40 份样本，经 SPSS 分析，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27 大于 0.7，Kaiser-Meyer-Olkin 
度量值为 0.731 大于 0.5，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0 小于 0.005，满足问卷设计的要求。 

4. 研究结果 

4.1. 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评价结果 

对于造成大学生群体现状的原因，自身和外界对个体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当代大学生无法独善其身，

其身心健康脆弱性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如家庭的氛围、习惯、互动关系等对大学生身体和心理

行为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5]。 
为了明晰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对生理、心理、社会、数字化与身心健康脆弱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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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相关分析。 
根据上述 TOPSIS 计算步骤，在得到指标权重后可得到 TOPSIS 结果见表 2：上述示例数据中综合得

分指数有 0.765、0.465、0.870、0.397，其中有三项样本有较好的综合指数得分，证明有较为良好的身心

健康状况。两项样本综合指数得分较低，证明有较高的脆弱性。 
 
Table 2. Composite score table 
表 2. 综合得分表 

样本 正理想解距离( D+ ) 负理想解距离( D− ) 综合得分指数 

样本 1 0.2764973 0.90103956 0.76519011 

样本 2 0.60983666 0.52996611 0.464963 

样本 3 0 1 1 

样本 4 0.14122884 0.94502499 0.86998541 

样本 5 0.74709947 0.49106177 0.39660567 

… … … … 

 
生理、心理、社会、数字化四个方面与整体的综合得分指数 person 相关性为 0.635、0.810、0.840、

0.776。可以知晓，生理方面与大学生整体的身心健康状况相关性较低，而社会方面对大学生整体身心健

康状况相关性较高。说明社会方面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影响较高，同时在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在社会

和心理方面，大学生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并且由问卷调查显示，在有关饮食健康、充分睡眠对身体健康

重要，以及每天运动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问题上，每项都有共约 75%被调查人员选择了“非常认同”和“比

较认同”，说明大学生群体对于生理层面拥有良好的健康意识。但只有 40%的受访对象非常认同他们的

身体质量指数(BMI)处在比较健康范围，这表明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健康意识，但行动力较差，只有部分学

生付诸良好的行动践行自我的身体健康。但相较之下，大学生心理层面的脆弱性更为明显，在“近期自

信心不足、消极失望”，“能良好抵制外在的诱惑”等多数有关心理层面问题上选择“非常认同”和“较

为认同”的比例相较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社会校园方面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也有着诸多影响。内卷现

象严重，人际关系处理复杂，课外社团活动等获得感较低等问题也困扰着大学生群体。数字化的发展也

为大学生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因素，网络游戏的诱惑，数字化工具的沉迷等都成为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

的重要原因。 

4.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差异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差异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emographic-specific variations in vulnerability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3.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差异 

  平均值 F/T P 

性别 
男 0.72 

−1.138 (T) 0.256 
女 0.732 

年级 

大一 0.724 

1.196 (F) 0.311 
大二 0.712 

大三 0.734 

大四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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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 

专科 0.726 

0.824 (F) 0.439 普通本科 0.729 

双一流 0.709 

月支出 

1000 元以下 0.719 

0.786 (F) 0.502 
1000~2000 元 0.735 

2000~3000 元 0.721 

3000 元以上 0.712 

专业 

理工类 0.744 

1.665 (F) 0.127 

文法类 0.704 

艺术类 0.72 

财经类 0.726 

医学类 0.733 

农学类 0.711 

其他 0.686 

总计 0.726 / / 

注：F 为方差分析，T 为 t 检验。 
 
• 性别差异。方差分析结果 P 值为 0.256 > 0.05，因此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身心健康

状况不存在显著差异。 
• 年级差异。方差分析结果 P 值为 0.311 > 0.05，因此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不同的年级上大学生身心健

康状况不存在显著差异。 
• 学校差异。方差分析结果 P 值为 0.439 > 0.05，因此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就读不同学校在身心健康状

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 月支出差异。方差分析结果 P 值为 0.502 > 0.05，因此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不同的月支出在大学生身

心健康状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 专业差异。方差分析结果 P 值为 0.127 > 0.05，因此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不同的专业在大学生身心健

康状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5. 讨论 

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未来发展[16] [17]。有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问

题仍然需要更多地调查和改善，相较于以往的大学生身心健康调查，本调查进行了更多的完善和创新： 
• 从主题上来看，在过去有关大学生的调查中，大部分调查可能只关注了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的某一方

面。身心健康是一个整体，单一方面的调查可能无法揭示大学生健康问题的全貌。本调查将二者相互

结合和对比，发现身心健康问题的根源，深化和拓展主题及内容。 
• 从分析结构上来，运用综合评价法构建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体系，由表及里一步一步层层深入，进

一步地突出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性的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更加明显揭示当代大学生的处境和困

境。 
• 从评价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 TOPSIS 方法评估大学生身心健康脆弱程度，其评价结果易于在城市、专

业、年级等相关因素中进行排序比较，与本文的研究主题更为契合[18]。这样可以明确地比较出不同

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因素之间的差异，明晰主要成因次要成因，以及哪些问题是当下环境下需要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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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但同时调查也存在一定不足，基于 TOPSIS 法的综合评价法对于数据依赖性过强，即便进行

了问卷方面的筛查，仍可能存在一定的问卷并没有良好作答，影响结果。权重无法完全反映实际需求

逻辑，比如一些问题中数据差异性小但重要性高，就可能存在权重被低估的问题。以及基于省份的调

查，可能会带有地方文化和情境偏差，被调查者在某些问题上有着一定趋向的共识等。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 生理方面与大学生整体的身心健康状况相关性较低，而社会方面对大学生整体身心健康状况相关性较

高。说明社会方面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影响较高。 
•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学校、月支出、专业)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脆弱性均无显著性差异。 

6.2. 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调查，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 学校等社会层面应该作出改变，帮助大学生度过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过渡期。学校方要在正确理念的引

领下，借鉴国内优秀案例经验，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大学生身心健康促进模式。 
• 从大学生对社会各类健康服务的接触情况来看，当下大学生身心健康相关领域的资源尚未达到深度融

合，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实践带来了阻碍与困扰。借助当前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潮流，

大力整合社会文化资源，加速优质教育资源拓展，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大学生身心健康支持体系，全力

提高全社会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准。 
• 大学生需摒弃陈旧的健康观念，高度重视自身身心健康的管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主动进行自我健康教育与管理，促使个人健康管理与社会健康服务体系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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