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5, 5, 41-49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5.51006  

 41 

 
 

The Tracing Research 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Yanyan Liu, Weihong W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Email: lyanyan2008@sina.com, wangwh@swu.edu.cn 
 
Received: Dec. 26th, 2014; accepted: Jan. 7th, 2015; published: Jan. 19th,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before and after one year among col-
lege freshmen. Methods: All the 2011 college freshmen in a university in Chongqing were investi-
gated with questionnaire, retesting one year after. Results: 1) after a year of enrollment, SCL-90 
factors scores, the total average scores, suicidal ideation scores, Internet addiction scores and 
psychoticism and neuroticism scor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troversion and lie scor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 < 0.05); 2)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significant (F = 5.981, p < 0.05);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Internet addiction 
was significant (F = 22.520, p < 0.00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the measuring time 
was closing to significant level (F = 3.773, p = 0.052); on psychoticism dimens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the measuring time was significant (F = 270.447, p < 0.001);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the introversion dimension was significant (F = 50.075, p < 0.001); on lie dimens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the measuring time was significant (F = 14.530, p < 0.001);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among psychoticism, neuroticism,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psychoticism, neurotic-
ism,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rover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rover-
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lie dimension, quality of life and 
suicidal ideation had changed. Conclusion: After one year,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reshm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life, Internet 
addiction, psychoticism, introversion and lie dimens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quality of life, suicidal ideatio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EPQ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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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高校新生入学一年前后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化。方法：对重庆市某高校的2011级新生进行问卷

调查，在一年后进行重测。结果：1) 在第二年，SCL-90各因子分、总均分，自杀意念得分，网络成瘾

得分和精神质、神经质维度得分显著降低(p < 0.05)，生命质量得分和内外向、说谎维度得分显著提高(p 
< 0.05)；2) 生命质量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5.981, p < 0.05)；网络成瘾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22.520, p < 0.001)，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接近显著水平(F = 3.773, p = 0.052)；精神质维度上，

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 270.447, p < 0.001)；内外向维度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50.075, 
p < 0.001)；说谎维度上，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 14.530, p < 0.001)；3) 精神质、神经质、

网络成瘾和生命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和自杀意念存在显著正相关，内外向和生命质量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和自杀意念存在显著负相关。说谎维度和生命质量、自杀意念之间的显著性相关在两年间发

生了变化。结论：一年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提高。在生命质量、网络成瘾以及精神质、内外

向和说谎维度的变化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成瘾、人格特征各维度与生命质量、自杀意念之

间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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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和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之一，也是心理研究的焦点之一。

除了大学生研究对象的易得性，这个群体特殊的社会地位更是心理学争相研究的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经济生活的剧变，大学生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依赖到独立，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冲突，经受复杂的

心理冲突和困扰(任杰，2009)。大学新生刚从高中生活过渡到大学校园，面对新的环境，可能出现的心理

问题会更多。已有的研究显示一半以上的大学新生有人际交往方面的心理困惑(刘佰桥，2008)，大学新生

的心理适应困扰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钟向阳，张莉，2009)，抑郁、焦虑、人际关系等因子对大学生

的自杀态度存在影响(王琳，王卫红，2008)。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青少年越来越多的从网上了解到各种自杀自伤的方式，也更多地从网络世界

里来得到精神的慰藉，“沉迷网络”成了青少年心理危机很好的挡箭牌。据报道，江苏一高校大四学生

长期存在严重心理问题，但因其一直沉迷网络，周围的老师朋友只是劝他好好学习，并没有深入了解他

的内心需求，最终于寒假卧轨自杀。自杀已成为我国继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和慢性肺气肿、肝癌、肺

炎之后的第五大死因，而在 15~34 岁人群中，自杀是第一位(刘瑾，2012)。在此年龄段的大学生群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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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成了自杀预防和危机干预的重点关注人群。 
现在，很多学校都开始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希望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现有的研究一般都是横

向调查，比较几年的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差异(陈喆，胡莹，杨曦，2012；王莉，2014)，以此说明新生心

理健康水平有逐年提高或者下降的趋势，被试并非同一群体，没有进行纵向研究和深入分析。为了全面

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况，我们面向重庆市大中学生全面展开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帮助学校建立心理

健康档案，并甄别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建立心理健康预警和干预系统；并连续 2 年进行所有

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观察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发展状况。希望能够提出有效干预措施，提高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水平。 

2. 方法 

2.1. 被试 

对重庆某高校 2011 级全体学生 2878 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744 份(95.34%)，其中男生 460
名(16.76%)，女生 2284 名(83.24%)，学生平均年龄为(19.03 ± 1.5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 
本量表共有 90 个项目，包含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

精神病性 9 大因子及 1 个“其他”因子。计分标准为：无该项目所述症状记 1 分；有症状的项目按轻度、

中度、偏重、严重 4 种不同程度分别记 2~5 分。同质性信度为 0.97，内容和结构效应较好，在正常人群

中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陈树林，2003)。 

2.2.2. 生命质量量表、Beck 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编制的“生命质量量表”，用于评估研究对象一个月的生活状况。此

量表共含有 6 个条目，分别评估研究对象的身体、心理、经济、工作或学习状况、与家人关系以及与其

他人的关系。答案分为 5 个等级：“非常好”、“好”、“一般”、“差”、“非常差”，分别对应 1~5
分，反向则为 5~1 分。反向计分后，得分越高，生命质量越高。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65(谢一心，2013)。 

选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根据Beck自杀意念量表修订的自杀意念出现率量表，共 4个题项。

此量表涉及最近一年和最近一个月，在有自杀意念的程度上以四点计分 1~4 分，对应“从无”、“极少”、

“有时”、“经常”。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量表一致性信度为 0.87。 

2.2.3. 网络成瘾诊断量表(IAS) 
译自美国匹兹堡大学 Young (1996)所编写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量表。该量表由 20 个题目组成，每个

题目以“几乎没有”、“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作答，分别计：1、2、3、4、5 分，

总分 20~100 分，得分 40~60 分为轻度网络成瘾，61~80 分为中度网络成瘾，81~100 分为重度网络成瘾。

以往研究表明，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5(毕玉，苏文亮，孙雅峰等，2005)。 

2.2.4.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是由英国心理学家 H.J.艾森克编制的一种自陈量表。本次调查使用中国修订版，

包括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三个维度和说谎量表，共 88 个项目。信效度良好。 

2.3. 研究过程 

团体施测，网络测试，时间为 40 分钟。2011 年 11 月第一次施测，筛选出干预对象名单交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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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质量量表得分低于平均数三个标准差，自杀意念量表得分高于平均数三个标准差，以及曾自杀

自伤者，三个条件满足其一即列为一级干预对象；重度网络成瘾(即 IAS 量表得分 80 分以上)和心理健康

状况不良者(SCL-90 总均分在 2.5 分以上)列为二级、三级干预对象。根据心理咨询师反馈的结果，学校

及时与曾自杀者进行沟通疏导，以班为单位重点关注一级干预对象，并在全校范围内定期开展包括讲座、

团体辅导在内的心理健康活动。 
在 2012 年 11 月进行第二次施测。 

3. 结果 

3.1. 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变化 

对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如下表(表 1、表 2、表 3)。对 SCL-90
的十个因子和总均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N = 2744)，结果显示在各个因子和总均分上，12 年得分均显

著降低(见表 1)。生命质量得分、自杀意念得分和网络成瘾得分在 11 年和 12 年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
表 2)。在第二次测量时，学生的生命质量得分显著提高，自杀意念得分显著降低，网络成瘾得分显著降

低。对艾森克人格量表各维度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3)在精神质和神经质维度上，学生

12 年的得分显著低于 11 年的得分，在内外向和说谎维度上，学生 12 年的得分显著高于 11 年的得分。 
 

Table 1. The scores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2011 and 2012 
表 1. 2011 年和 2012 年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分及差异 

因子 11 年结果(N = 2744) 12 年结果(N = 2744) t 

躯体化 1.20 ± 0.30 1.17 ± 0.26 6.50∗ 

强迫症状 1.64 ± 0.52 1.53 ± 0.47 11.27∗ 

人际关系敏感 1.50 ± 0.51 1.38 ± 0.43 12.13∗ 

忧郁 1.39 ± 0.46 1.31 ± 0.40 8.54∗ 

焦虑 1.38 ± 0.43 1.27 ± 0.36 13.69∗ 

敌对 1.30 ± 0.38 1.25 ± 0.34 5.88∗ 

恐怖 1.24 ± 0.35 1.17 ± 0.29 10.33∗ 

偏执 1.35 ± 0.42 1.26 ± 0.35 11.79∗ 

精神病性 1.34 ± 0.39 1.24 ± 0.33 13.16∗ 

其他 1.31 ± 0.37 1.26 ± 0.33 7.71∗ 

总均分 1.37 ± 0.36 1.29 ± 0.31 12.45∗∗∗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2. Quality of life scores, suicidal ideation scor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cores 
表 2. 生命质量、自杀意念和网络成瘾得分 

 11 年结果(N = 2744) 12 年结果(N = 2744) t 

生命质量 22.79 ± 3.46 23.46 ± 3.64 −9.85∗ 

自杀意念 5.24 ± 1.78 4.99 ± 1.61 7.66∗ 

网络成瘾 33.80 ± 9.95 33.31 ± 10.1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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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性别的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态变化 

3.2.1. 不同性别的大学新生生命质量、自杀意念和网络成瘾变化情况 
以生命质量、自杀意念和网络成瘾得分为因变量，以测量时间作为组内变量，以性别作为组间变量，

进行 2(第一年测试/第二年测试) × 2(男/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 4)。结果发现：1) 生命质量上，性

别的主效应显著(F = 5.981, p < 0.05)，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 = 67.342, p < 0.001)，性别和测量时间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F = 2.121, p > 0.05)；2) 自杀意念上，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 = 0.967, p > 0.05)，测量时

间的主效应显著(F = 25.348, p < 0.001)，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0.717, p > 0.05)；3) 网络

成瘾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22.520, p < 0.001)，测量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F = 0.348, p > 0.05)，性别

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接近显著水平(F = 3.773, p = 0.052)。 
生命质量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的得分，在第二年测试中，男生和女生的得分都有了显著的

提高；自杀意念上，男生和女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第二年测试中，男生和女生的得分都有了显著的

降低；网络成瘾上，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接近显著水平，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女生在第二年的

测试中得分显著降低，男生的得分没有显著变化。男生和女生在网络成瘾上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3.2.2. 不同性别的大学新生在艾森克人格问卷上的得分变化 
以艾森克人格问卷的四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测量时间作为组内变量，以性别作为组间变量，进

行 2(第一年测试/第二年测试) × 2(男/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 5)。结果发现：1) 精神质维度上，性

别的主效应显著(F = 165.322, p < 0.001)，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 = 5.061, p < 0.001)，性别和测量时间

的交互作用显著(F = 270.447, p < 0.001)；2) 内外向维度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50.075, p < 0.001)，测

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 = 217.949, p < 0.001)，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3.065, p > 0.05)；3) 
神经质维度上，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 = 0.461, p > 0.05)，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 = 8.198, p < 0.01)，
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0.339, p > 0.05)；4) 说谎维度上，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108.561, p 
< 0.001)，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 = 96.408, p < 0.001)，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 = 14.530, p < 
0.001)。 

 
Table 3.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scores 
表 3. 艾森克人格问卷得分 

 11 年结果(N = 2744) 12 年结果(N = 2744) t 

精神质 70.38 ± 8.47 45.57 ± 9.35 106.54∗ 

内外向 52.11 ± 7.74 54.96 ± 9.57 −3.15∗ 

神经质 44.91 ± 12.25 43.87 ± 13.08 1.51∗ 

说谎 41.50 ± 9.04 46.64 ± 9.94 −4.55∗ 

 
Table 4. The change of boys’ and girls’ quality of life scores, suicidal ideation scor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cores 
表 4. 男生和女生在生命质量、自杀意念和网络成瘾上的变化 

 男生 女生 交互作用 

 第一年测试(M ± SD) 第二年测试(M ± SD) 第一年测试(M ± SD) 第二年测试(M ± SD) F 值 

生命质量 23.00 ± 3.52 23.90 ± 3.85 22.75 ± 3.45 23.38 ± 3.59 2.121 

自杀意念 5.14 ± 1.61 4.96 ± 1.62 5.26 ± 1.81 5.00 ± 1.61 0.717 

网络成瘾 35.17 ± 10.88 35.51 ± 12.10 33.53 ± 9.74 32.89 ± 9.67 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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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质维度上，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第一年测试时，男生的得

分显著低于女生，第二年测试时，男生和女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都比第一年的得分有了显著降低。

内外向维度上，男生的得分显著低于女生，在第二年测试中，男生和女生的得分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神

经质维度上，男生和女生的得分没有显著的差异，第二年测试时，男生和女生的得分都有了显著的降低。

说谎维度上，性别和测量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第二年测试时，男生和女生的得

分均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女生的增加幅度大一些，且男生的得分一直显著高于女生。 

3.3. 相关分析 

分别对 11 年和 12 年的生命质量、自杀意念与网络成瘾及艾森克人格问卷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11 年和 12 年的得分中，精神质、神经质、网络成瘾得分和生命质量得分均存在显

著负相关，和自杀意念得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内外向得分和生命质量得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和自

杀意念得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在 11 年说谎量表得分和生命质量得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和自杀意

念得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在 12 年，说谎量表得分和生命质量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和自杀意念

得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表 6，表 7)。 

4. 讨论 

4.1. 新生入学一年后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提高 

研究发现，在进入学校一年后，大学生的各项心理健康指标均有了显著提高。SCL-90 中，强迫症状

和人际关系敏感相对其他因子分数较高，这与其他对大学新生的研究情况相符(卢勤，彭丹，2007)。已有

的研究显示新生入学后首先面对的是全新的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人际关系困扰最为明显，大学新生心 
 

Table 5. The change of boys’ and girls’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scores 
表 5. 男生和女生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得分变化 

 男生 女生 交互作用 

 第一年测试(M ± SD) 第二年测试(M ± SD) 第一年测试(M ± SD) 第二年测试(M ± SD) F 值 

精神质 62.70 ± 8.45 46.20 ± 10.28 71.86 ± 7.62 45.45 ± 9.16 270.447∗∗∗ 

内外向 49.46 ± 7.66 52.92 ± 10.06 52.62 ± 7.65 55.35 ± 9.42 3.065 

神经质 44.43 ± 13.21 43.70 ± 15.62 45.00 ± 12.06 43.90 ± 12.53 0.339 

说谎 45.07 ± 8.56 47.56 ± 10.68 40.81 ± 8.97 46.47 ± 9.78 14.530∗∗∗ 

 
Table 6.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quality of life, suicidal ideation with 
internet addition and EPQ dimensions in 2011 
表 6. 2011 年生命质量、自杀意念与网络成瘾及艾森克人格问卷各维

度的相关 

 生命质量得分 自杀意念得分 

精神质 −0.11∗∗ 0.15∗∗ 

内外向 0.27∗∗ −0.15∗∗ 

神经质 −0.55∗∗ 0.49∗∗ 

说谎 −0.30∗∗ 0.26∗∗ 

网络成瘾 −0.4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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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quality of life, suicidal ideation with 
internet addition and EPQ dimensions in 2012  
表 7. 2012 年生命质量、自杀意念与网络成瘾及艾森克人格问卷各维

度的相关 

 生命质量得分 自杀意念得分 

精神质 −0.19∗∗ 0.24∗∗ 

内外向 0.26∗∗ −0.20∗∗ 

神经质 −0.41∗∗ 0.41∗∗ 

说谎 0.32∗∗ −0.26∗∗ 

网络成瘾 −0.43∗∗ 0.31∗∗ 

 
理适应困扰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钟向阳，张莉，2009)。艾森克人格问卷的结果表明第二年测查时，

学生变得更加温柔、善感、有同情心，情绪更加稳定，更加外向，爱交朋友，这些都表明了他们逐渐适

应了大学的生活。心理适应困扰变小，心理健康水平自然有所提高，生命质量提高，自杀意念降低了，

网络成瘾得分也降低了。 
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干预是否起到作用，本研究并未进行验证，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我

们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内容。 

4.2.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 

生命质量在不同性别的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生命质量更好。李旭等(2010)的研究表明男生

比女生对生活的控制感更强，更能积极的面对生活。王波(2009)的研究显示男生和女生在自杀意念上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点在本研究中并未体现出来。研究显示男生的网络成瘾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与已

有研究相符(王侠，孟秀红，2014)。女生在第二年的测试中网络成瘾得分有了显著的降低，说明女生在经

过了一年的大学生活后，逐渐降低了对网络的依赖。 
研究发现在大学生的人格维度中，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精神质、内外向和说谎维度上。精神质维度

中，新生表现出更多的自我中心，有攻击性，其中男生比女生表现得更为显著。但在一年过后，男生和

女生都变得更加温柔善感，二者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内外向维度上，女生的外向程度显著高于男生，一

年后，男生和女生的外向程度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也符合以往研究中对大学新生的描述(于秀丽，任洁，

杨文新，2007)，大学新生正处于人生的转折事情，随着需要层次的不断提高和自我意识的日益增强，他

们渴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与他人沟通交流。说谎维度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且男生和

女生在第二年的测试中掩饰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总体上一直低于全国常模 50 分。与魏青松(2012)的
研究中男生在 L 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女生相符。于秀丽等(2007)的研究显示 L 因子上男生的得分显著低于

女生，与男生喜欢直接表达的特质有关。本研究中男生对于自己的内心表达具有更多的掩饰性，这与他

们相对内向的性格也是相符的。 

4.3. 生命质量、自杀意念与人格因素和网络成瘾的关系 

通过 11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生命质量越高、自杀意念越低，精神质、神经质得分越低，内外向得分

越高，更多的表现出温柔、善感、情绪稳定，更加外向，掩饰性较低。与陈洁(2013)针对高中生所做的研

究结果相符。这也说明了青年时期，温柔善感、情绪稳定和外向的人格特征有助于生命质量的提高、自

杀意念的降低。但是，第二年的测试在说谎维度上表现出了相反的情况。生命质量越高、自杀意念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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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性反而更高。这表明了在重测过程中，会有同学对自己的真实心理状况进行一定的掩饰，来表现自

己良好的生命质量和较低的自杀意念。这个结果也提醒我们在重测过程中要注重方法的改进。 
两年的调查结果，均表明网瘾得分和生命质量得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和自杀意念得分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与 Kim 等(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Sun, 2009)网络成瘾行为损害了学生处理问题的

能力，表现为逃避或忽视现实世界的学业以及人际关系问题，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从中获得满足。也

可能是(Shaw, 2008)网络成瘾行为损害了学生的学业以及人际关系，使他们面临更多的应激性生活事件，

最终导致自杀意念的出现。 

5.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年的大学生活之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提高。在生命质量、网络成瘾

以及精神质、内外向和说谎维度的变化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成瘾、人格特征各维度与生命

质量、自杀意念之间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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