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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追踪调查显示，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大二次之，大三再次，

大四最低。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越

好；父亲职业类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男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在“精

神科”专业学习的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高于非“精神科”专业学习的新生。女生更关注自我和他人

关系；男生更关注自我、他人和世界关系。大学阶段是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个体社会化的

重要阶段。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大学生群体在成长中面临着来自学习、生

活、恋爱、就业、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成为高校工

作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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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某大学 2016 级新生，以

大一新生为样本，追踪观察其大二、大三、

大四的心理健康状况。因大一新生人数较

多，因此，该次调查是以 2017 级新生为样

本进行的。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该量表由 30 个项目

组成，其中包含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

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

精神病性等 9 个因子。每个因子的得分越

高，表明该维度的心理健康水平越差。

使用 SPSS13.0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进

行统计分析。首先，从人口统计学变量（性

别、年级、专业和生源地）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上

的差异不显著，而年级和生源地上的差异有

显著性（P<0.05）；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

而年级和生源地上的差异有显著性

（P<0.05）。其次，根据 SCL-90 各因子的得

分值，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各因子与症状自评量表（SCL-90）各因子之

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各因子与症

状自评量表（SCL-90）总分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P<0.05）；除强迫症状因子外，其余因

子均与症状自评量表（SCL-90）总分之间呈

显著正相关。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选取了 2008 年入学的四个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大一新生 478 人，占比

44.4%；大二新生 413 人，占比 47.4%；大

三新生 427 人，占比 47.8%；大四新生 374

人，占比 44.3%。其中，大二学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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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名），其次为大三学生（139 名），

最后是大四学生（89 名）。

对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个年级的

学生在 SCL-90 各因子上的得分进行了比

较。结果发现，大学一年级大学生在躯体

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

虑、敌对和恐怖等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

年级。

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各因子得分及总

均分进行了比较分析。

1、大一年级与其他三个年级的比较

根据 SCL-90 总分与各因子得分的相关

系数，发现躯体化、强迫症状、敌对和恐怖

与抑郁、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人际关

系敏感与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其中，躯

体化和强迫症状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敌对

和恐怖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敌对与焦虑呈

显著正相关，而焦虑与抑郁则不存在显著相

关性。这说明，躯体化、强迫症状等因子的

得分越高，可能说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越差。

大一新生的躯体化、强迫症状、敌对和

恐怖的得分高于其他三个年级。这说明，在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大一年级学生出

现心理问题的概率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同时

也说明，大学生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敌对

和恐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2、不同性别在不同因子上的比较

对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各因子上的得分进

行分析发现，大一新生在强迫症状、敌对和

恐怖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而在抑

郁、焦虑和人际关系敏感上则差异不显著。

大一新生在抑郁和焦虑因子上的得分高

于其他年级，原因可能是：第一，大一新生

刚入大学，环境和学习方式等都与以往不

同，面对新的环境和学习方式会产生一定的

焦虑情绪；第二，大一新生刚刚经历高考，

面对人生新的阶段，难免会出现紧张、焦

虑、不安等情绪。此外，大一新生由于刚进

入大学校园，对未来学习、生活环境不熟

悉，因此更加容易产生焦虑情绪。

三、讨论

这可能是因为新生刚从高中到大学环境

的转变，会出现不适应、不确定感；同时，

大学阶段学习任务重、课程多、时间紧，大

学生容易出现学习压力；另外，大学生刚从

高中到大学的生活方式改变，更容易出现适

应不良等问题。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家

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

父亲职业类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

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父亲是孩子成长过

程中最亲密的人，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父亲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行为和情绪

起着榜样作用，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父亲在家庭中扮演

着家庭成员角色、心理治疗师角色、朋友角

色等角色。父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

人，会对孩子形成生命早期和青少年期的人

格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从大学专业来看，男性大学生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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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男性更

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关

注自我与他人关系、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程度

比女性高；而女性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和传

统价值观的影响，关注自我与他人关系度比

男性低。但是性别差异也可能是因为男女性

别角色意识不同造成的；另外也可能是因为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阶段专业设置中没有设立

“精神科”专业。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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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yea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higher the family income, the better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occupation type of father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women, and that of

freshmen studying in non-psychiatric majors. Boy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future career and

whether they can get support from their parents; girl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future career

and whether they can get support from their parents. Girl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self and others'

relationships; boy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self, others and world relationships.vocational

university stage is the key period of individu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age

of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ing the pressure from study, life, love, employ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ir growth,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ir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the wor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tracking and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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