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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新生心理卫生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I N V E S T IG A T I O N A N D A N A L Y S I S F O R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O N D I T I O N S O F U N I V E R S I T Y
`
5 F R E S H M E N

张继平 齐亚丽 吴永嵋 Z h a n g J卜p `n g
,

Q ` y a
一

“ a n d W
u y o n g

一

m e `

(上海水产大学
,
2 0 0 0 9 0 ) ( S h a n g h a i F i s h翻

e s U n iv e sr iyt
,

2 0 0 0 9 0 )

提 要 采用 U PI 量表对我校 95 级本科生进行了心理卫生状况调查
,

结果发现了学生主

要心理问题所在
,

对此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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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
: “

在科学技术迅

速发展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
,

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
、

知识
、

能力
、

心理素

质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
” ,

是学校德育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
,

还指出
,

要
“

通过多种

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
,

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
,

健全人格
,

增

强承受挫折
、

适应环境的能力
。 ”

今年召开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2 01 0年远景目标纲要 》也指出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

由
“

应试教育
”

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
。

全面素质
,

自然包括心理素质
。

可见
,

心理健康教育已为党和政府所关

注
。

为了解我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

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

我们对 95 级本科生作了一次

心理健康普查
,

采用的是经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修改并推荐的《大学

生健康调查表 ))( 简称 U IP )
。

调查对象为我校 95 级来自全国各省市的 5 30 位本科新生
。

调查在

新生入学后的第四周进行
。

共回收有效调查表 4 65 份
,

其中男生 29 9份
,

女生 1 66 份
,

有效率为

8 8写
。

应该说
,

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
,

是能够反映学生的基本情况的
。

1 结果与分析

按全国 U IP 应用课题组制定 的总分 25

分以上为第一类 (即可能存在严重的心理问

题 )
,

20 一 24 分为第二类 (可能有某种心理问

题
,

但不甚严重 ) 的标准
,

表 1表明
,

我校新生

中此两项的百分率分别仅占1
.

5%和 2
.

15 %
,

均等于或略低于正常值范围
,

即被试者中
,

属

表 1

T a b
.

1

U P I 总分分布统计

T h e d is t r ib u t i n g s at t i s t ie s

o f U P I t o t a l m扭 r k

2 5分以上 (含 2 5分 )

人数 百分率

2 0一 2 4分 0一 1 9分

人数 百分率

2
.

1 5%

人数

4 48

百分率

9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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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

第二类的人数较少
,

说明大部分新生 表 2 前+ 位应答率

的心理状况是比较好的
。

同时
,

从健康项目的 aT b
·

Z T七e f isr t t en r es 脚 sn e ar est

调查看
,

自我感觉
“

身体健康状况 良好
”
的学 题 目 人数 百分率 (% )

生
,

其 比例高达 85 %
, “

心情开朗
”
的学生达 对脏很在乎 1 91 .40 “

71 %
。

所以
,

应该肯定我校 95 级新生的身心健 对任何事情不反复确认就不放心 1 81 39
·

。

康状况基本上是好的和 比较好的
。

缺乏附力 1 56 35
·

5

但是
,

调查结果也暴露出一些值得引起 记忆力减退 1 34 “ 8
·

8

我们重视的问题
。

表 2说明这些没有经过心理 思想不集中 13 : 28
.

6

教育和适应期教育的大学生
,

适应大学生活 爱操心 1 22 26
.

。

的能力较差
,

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障 总注意周围的人 1 19 25
.

6

碍
。

主要表现如下述
。

在乎别人视线 1 17 25
.

。

1
.

1 突出的学习方面的心理障碍 情绪易被破坏 9: 20
.

8

在全体接受测试的新生中
,

存在一些神 情绪起伏过大 93 20
.

。

经症症状
,

特别是学习方面的心理障碍
。

例

如
,

有 28
.

6%的新生感到 自己
“
思想不集中

” ,

28
.

8%的学生认为自己
“

记忆力减退
” ,

9%的学生

反映
“

常常失眠
” 、 “

头痛
” 。

还有 35
.

5%的学生觉得 自己
“

缺乏耐力
” 。

这说明
,

我校 95 级学生在高

中阶段的学习方面的心理压力过大
,

身心过于疲劳
,

对 已经面临的大学的学习环境不能较快适

应
。

1
.

2 自信心不足
,

自卑感明显

25
.

6%的学生认为自己
“
总注意周围的人

” ,

26 %的学生认为自己
“

爱操心
” ,

25 %的学生很
“

在乎别人视线
” ,

1 8
.

9%的学生认为 自己
“

缺乏 自信心
” ,

39 % 的学生感到
“

对任何事情不反

复确认就不放心
” 。

还有 1
.

1%的学生
“

想轻生
” 。

这说明新生中的自我满意程度较低
,

心理不安

感较强烈
,

紧张迷惘
,

缺乏 自信
。

1
.

3 情绪不稳定

在接受测试的学生中
,

认为自己
“

情绪起伏过大
”
的占 20 写

, “

情绪易被破坏
”

的占 20
.

8%
,

“

牢骚和不满
”

的占 12 %
, “

容易动怒
”
的占 14 %

。

这说明新生中情绪化倾向高
,

自控力较低
,

易

受外界暗示和干扰
。

1
.

4 人际关系不适应

在接受测试的新生中
,

认为自己
“

过于拘泥
”

的占 n %
, “

容易被人误解
”
的占 13 %

, “

觉得别

人轻视自己
”

的占 10
.

5%
。

还有 40 %的学生对
“

脏很在乎
” ,

25 %左右的学生
“

总注意周围的人
” 、

“

在乎别人的视线
” 。

这些都说明新生中有远离客观事实的倾向
,

与外界事物缺乏沟通
,

人际交

往能力偏低
,

社会生活适应能力较差
。

2 归因与探讨

我校学生之所以存在以上种种心理问题
,

并非偶然
,

它是心理
、

生理
、

社会因素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
。

2
.

1 社会因素的影响

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指出
: “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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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人总是生活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人际关系中
,

社

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

目前
,

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变革
,

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
,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

社会信息量急剧膨胀
,

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

大学生们所感受到的

来自社会及生活的压力也 日益加重
。

适者生存
,

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则
,

又把他们拉进社会

竞争的洪流
,

迫使他们不得不提前去体验社会大潮的冲击
。

他们刚刚走过了高考的
“

独木桥
” ,

又马上要面临学分制改革及自主择业的挑战
,

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我校

新生中有 1 9
.

5写的学生经常感到
“

身体倦乏
” ,

更不用说心理压力 了
。

而高校又实施收费制度
,

增加了部分学 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

我校 95 级本科生中
,

有 33
.

5%来自农村
,

他们本来家境就不

富裕
,

现在又要为缴纳学杂费及其他开支而向父母伸手
,

因而心理负担较重
。

这对大学生来说

是一种心理考验
。

随着人类社会由生理负重进入情绪负重的时代
,

敏感的大学生较普通人更容

易体验到更多的心理疲劳
。

2
.

2 学校教育
、

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较长时间以来
,

我国的学校教育存在着重智育
,

轻德育
、

体育
、

美育
、

劳动的现象
,

更不用说

心理健康教育了
。

我校 95 级新生中
,

仅有 0
.

4 % 的学生曾接受心理卫生的咨询和治疗
,

大多数

学生对此并不了解
,

甚至对心理咨询抱有偏见和误解
。

他们认为去心理咨询的人就是心理不正

常的人
,

因而出现了需要心理咨询的人与实际来咨询的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

即使到咨

询中心来进行咨询的学生
,

也总认为咨询就是我提出间题
,

你给我解决问题
,

希望立竿见影
,

对

咨询抱一种不合理的期望
。

因此
,

有些人咨询一两次后
,

就觉得作用不大
,

而产生了失望情绪
。

另外
,

家庭教育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

不少家长只注意从生活上关心孩子的健

康
,

不注意自己对孩子的态度
、

言语
,

有的家长望子成龙
,

给孩子施加了太多的学 习压力
;
有的

家长对子女采取过分保护的态度
,

助长了一些学生的
“

蛋壳心理
” ,

这些都容易使子女心理不健

全
,

自尊心过强
,

经不起失败和听不得批评
。

2
.

3 生活环境
、

学习方法
、

教学方法等因紊的影响

许多学生从北方来到南方
,

从农村来到城市
,

从小城镇来到大上海
,

离开了熟悉
、

亲切的家

乡生活环境
,

面对上海喧闹的大都市氛围
,

往往感到非常陌生
,

情不 自禁地产生一种莫名其妙

的心理压力
,

出现一种 自愧不如的心理状态
。

这种现象
,

在我校的学 生中甚为 突出
。

再者
,

在大

学里
,

大家一起吃饭
、

上课
、

睡觉的集体生活也会使某些学生产生不适应感
,

似乎失去了往 日的

自由生活
。

另外
,

这些刚从中学跨进大学校门的学生
,

习惯了由老师安排学习计划
,

在老师的辅

导
、

监督下进行学习的中学学习方法
,

而不适应大学里主要靠学生自己安排利用时间的学习方

法
,

一方面觉得学习非常吃力
,

要做的事情太多
,

另一方面却又常常无所事事
,

百无聊赖
,

对大

学生活感到茫然
,

导致产生学 习
、

发展等心理障碍
。

2
.

4 个性心理因素的影响

外在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

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

而这种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

性
,

最终还要通过主体起作用
。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个性因素很复杂
,

如知识
、

经验
、

智力水

平
、

情感状态
、

思想意识
、

思维方式
、

意志品质
、

理想
、

信念等等
。

如果存在个性的偏差和障碍
,

人

生观的动荡模糊
、

性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冲突等因素
,

就可能导致出现心理异常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2 卷
,

第 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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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与措施

针对调查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及原因
,

我们认为
,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以便对症下药
,

增

强我校学生的身心健康
。

3
.

1 加强宣传
,

提高学生对心理咨询工作的认识

通过举办讲座
、

课堂教学等形式
,

大力宣传心理咨询的性质
、

内涵
、

作用等
,

使学生 明白高

校心理咨询不但可以对某些严重的心理障碍起到矫正和治疗的作用
,

更重要 的是可以帮助大

学生优化心理素质
,

提高适应能力
。

让学生意识到
,

当他们遇到心理 问题时
,

不要羞于 启口和咨

询
,

只要通过心理努力
,

是可以加以克服和实现超越的
。

还要让学生明白
,

心理咨询是一个双向

活动过程
,

它不同于医生治病
,

病人吃了医生开出的药就能解决问题了
。

咨询过程
,

更需要的是

来访者自己的参与
,

咨询并不能包办一切
,

对心理咨询应抱有一个合理的期望
。

3
.

2 确立以发展性咨询为主的指导思想

针对我校心理咨询的对象是大部分心理健康的学生和少部分心理有问题的学生这一实际

情况
,

我们应确立以发展性咨询为主的指导思想
,

它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提高

心理素质
。

可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工作
,

如开设大学生心理学
、

心理卫生学
、

大学 生心理训

练与行为指导等有关的心理学的公共选修课
,

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

辅之以心理咨询
,

特别

是集体心理咨询
。

通过组织学生辩论
、

角色扮演
、

放松训练等方法
,

让学生在集体中通过学习
、

模仿
、

表演
、

实验等方式
,

认识自己的问题
,

在接受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
,

掌握必要的行为技巧
,

并在活动中提高自知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

还可以举办有关心理卫生的讲座
,

针对我校学生比较

突出的
、

常见的心理问题
,

如
:

入学适应
、

学习方法
、

人际交往
、

恋爱
、

就业指导等
,

请心理咨询员

或心理学专家
、

青年问题专家
、

精神科医生讲述和指导
,

既普及心理知识
,

又使学生对常见的心

理间题有一定的认识
。

还可以开展集体和个人的心理测试和测量
,

建立学生心理档案
,

为学生

的自我完善
、

教师的因材施教
、

班主任和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
、

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等提供心

理资料和建议
。

心理咨询员还可以用请进来 (发函请学生来见面 )和走出去 (到学生中去 )的方

式
,

形式多样地开展咨询工作
,

把咨询工作搞得生动活泼
,

为大学生所接受
。

3
.

3 心理咨询和思想政治工作密切配合

虽然心理咨询工作本身不具有政治倾向性
,

但现实的心理问题总与如人生观
、

世界观
、

价

值观
、

道德观等思想政治间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因此
,

开展心理咨询
,

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

背景和社会背景
,

一定要处理好心理咨询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

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
,

由于

我校是一所农业类院校
,

部分学生将来所从事的工作是比较艰苦的工作
,

再加上学校规模较小

等原因
,

部分学生一进校门便产生了失落感
。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
,

约有 1 2
.

9 %的学生对所学

的专业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

只有 9% 的学生对所学专业感到满意
,

这些思想问题都可能导致

心理间题的出现
。

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配合
。

如利用现有的比较完整

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
,

再辅之以心理教育和疏导
,

这样

既可以弥补心理咨询工作势单力薄
、

力不从心的不足
,

又可 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
。

二者

应相辅相成
,

互相促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