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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社会价值。本研究

基于收集的30个大学生心理干预案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识别并提炼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因素，

构建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原因识别、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

归属性支持、个体态度与意愿是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都直接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的效果；

其中，原因识别是对大学生实施心理干预的重要前提；个体态度与意愿是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内在影

响因素；外界的各类社会支持(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归属性支持)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干预

效果的关键力量。另外，社会支持在原因识别对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中和个体态度与意愿对大学

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中都起到了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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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social valu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Based on the 30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ses, the grounded theory is 
adopted to identify and refin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construct a model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
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cause identification, emotional support, 
tangible support, information support, appraisal support, and individual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ar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a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college students; 
Among them, cause ident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
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dividual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are the intrinsic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ex-
ternal social support (emotional support, tangible support, information support, appraisal sup-
port) is a key forc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addition, social suppor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both the influence of cause identification on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tti-
tude and willingness on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o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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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强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发。2023 年 2 月，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三本心理健康蓝皮书，书中报告了《2022 年大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大约 21.4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

焦虑风险。针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在 2023 年 4 月印发了《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强调应当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该计划指导学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心理预警干预，及早发

现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畅通预防转介干预就医通道，及时转介、诊断、治疗。可见，高校心理咨询和心

理干预工作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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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是指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有计划、按步骤地对一定对象的心理活动、个性特征或行为问题

施加影响，使之发生朝向预期目标变化的过程(谢莹，2020)，其手段包括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康复

和心理危机干预等。从现有文献来看，目前关于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思路：一种

是综合研究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例如刘爱楼等研究了创伤类型、干预内容、干预特征(时间、频率和周期)
等对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刘爱楼，荆玉梅，2021)；付梅等研究了行为主体、刺激客体、环境支持等因素

对大学生心理干预的影响(付梅，马利暖，2016)。另一种是侧重研究某一类影响因素，例如研究人格、抗

压能力、不同干预方式、大学生的内在心理力量、朋辈心理互助等对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表 1)。 
 
Table 1. Information on literature focusing on a particular type of influencing factor 
表 1. 侧重研究某一类影响因素的文献信息 

文献 研究的某一类影响因素 

(刘欣彤，周颖清，谢莉玲，2011) 人格 

(顾源等，2019) 抗压能力 

(张晓瑜，2021) 干预方式(心理干预、运动干预、综合干预) 

(谢青，2023) 大学生的内在心理力量 

(安宏玉，2021) 朋辈心理互助 

(何浩宇，崔寒尽，唐海波，2012) 干预方式(团体心理咨询干预、综合干预) 

 
可以发现关于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对于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

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定量研究，而深入分析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

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较少。大学生心理干预是一个多维度、动态且复杂的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往往依据现有理论模型去发现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

关系，难以捕捉影响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扎根理论能够从原始数据中提炼出关键概念和范畴，

进而构建出理论框架，而非事先设定假设进行验证，适合于探索这种未知且复杂的现象。因此，本研究

尝试利用扎根理论分析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丰富大学生心理干预理论研究，为促进大学生

心理健康的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选择 

本研究以接受过心理干预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虑案例数据的可获得性、真实性与全面性，本研

究主要采用三种案例获取方法。① 文献检索。通过中国知网、维普等学术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寻找与

大学生心理干预相关的论文。这些论文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心理干预案例，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和实证

数据。② 网站搜索。利用中国大学生在线(https://dxs.moe.gov.cn/zx/)、高校辅导员网络学院 
(http://www.ausc.edu.cn/)等网站进行搜索，寻找与大学生心理干预相关的实际案例。提取案例中关于心理

干预措施、干预效果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关键信息。③ 深度访谈。对高校辅导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收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大学生心理干预案例。 
通过对访谈记录和二手资料的整理，确定了 30 个大学生心理干预案例，形成大学生心理干预案例数

据库，案例具体信息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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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ase information 
表 2. 案例信息 

案例编号 获取方法 案例干预效果 

Case 3、Case 5、Case 8、Case 9、Case 10 ① 文献检索 干预成功 

Case 1、Case 2、Case 4、Case 6、Case 7、Case 11、Case 12、Case 13、
Case 14、Case 15、Case 16、Case 17、Case 18、Case 19、Case 20、

Case 21、Case 22、Case 23、Case 24、Case 25 
② 网站搜索 干预成功 

Case 26 ③ 深度访谈 干预成功 

Case 27、Case 28、Case 29、Case 30 ③ 深度访谈 干预失败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2.2.1.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一种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目前在国内外被应用于护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

管理学、图书情报学等众多研究领域。这种方法强调系统地搜集和分析资料，从资料中发现、发展和检

验理论，并最终完成对现实的理论呈现(陈向明，1999)，适用于分析定性数据，能够从复杂的样本数据中

构建有价值的理论模型(邓文，杨莹，2023)。扎根理论源于社会学，最早在 1967 年由格拉斯与施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共同提出，之后发展为以格拉斯(Glaser)为代表的经典扎根理论、施特劳斯与科宾(Strauss 
& Corbin)的程序化扎根理论以及卡曼兹(Charmaz)的建构型扎根理论三大主流范式(贾旭东，衡量，2020)。 

本研究选择经典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大致过程为明确研究问题、研究设计、样本选择、数据收

集整理，通过对资料的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和饱和度检验形成初步的理论模型(邓文，杨

莹，2023)。因此，研究基于收集的 30 个大学生心理干预案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资料的开放

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提炼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构建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

素的理论模型。 

2.2.2. NVivo 
本研究运用 NVivo14 软件，对大学生心理干预案例资料进行编码。NVivo 软件是质性分析软件，可

以对非数据资料进行处理(杨宁欣，柴红玲，吴铭，2023)，主要功能是通过对研究内容编码来发现事物之

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孙方烁，2024)。本研究将案例文本保存于 Word 文档，导入 NVivo14 软件，反复进

行深度文本分析，提取关于大学生心理干预的信息点，根据信息点进行自由节点编码，逐级归纳分类。 

3. 研究过程 

本研究严格依据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编码规则进行。具体的编码过程如下：首先，对所收集的资

料进行开放性编码并逐层概括和提炼，形成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初始范畴；然后，通过主轴编码梳理

初始范畴间的关系，并概括形成主范畴；最后，结合案例内容，通过选择性编码进一步梳理初始范畴、

主范畴以及各范畴间的关系，得到核心范畴并构建出理论框架。3 名研究人员组成编码小组，小组成员

首先同时进行独立编码，为了保证编码分析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每完成三分之一的编码任务，小组

成员会对各成员的编码结果进行对比，遇见分歧或逻辑不清晰的编码，3 位成员共同将资料揉碎、重组、

探讨，达成共识后可确定编码。当编码结果相似程度达到 90%以上，编码分析才算完成，否则将重复上

述编码步骤，以确保编码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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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又被称为一级编码，是对初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并对相同或相似事件进行归

类形成初始范畴的过程(陈向明，2015)。本研究选择了 26 个案例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随机选择了 4 个

案例(Case 5，Case 13，Case 18 和 Case 28)以备后续理论饱和度检验的需要。借鉴先前学者的研究经验，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比较和归纳，从若干语句中提炼出了“家长带学生及时就医”等初始概念，进一步精

炼为“医院机构诊断治疗”等 23 个初始范畴(表 3)，完整数据见附录。 
 
Table 3. Open coding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partial) 
表 3. 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开放性编码(部分) 

编号 案例摘录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Case 1 

原因分析：导致 A 心理偏常的原因有以下几

点…… 
耐心倾听，产生共情，取得 A 信任。 
引导她尝试宣泄情绪的各种方法…… 
父母平时关心、关注、关爱 A。 
朋辈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关爱 A。 
通过药物和心理辅导进行正规、系统的治疗。 
用爱陪伴，以真心换真情，保持良好的信任关

系…… 
帮助她申请学生科的勤工助学岗位，及各类奖

助学金。 
参加学校里各类体育活动、学科竞赛、实践活

动，不断充实自己…… 
鼓励 A 担任队长参加学校大学生辩论赛。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倾听获得信任 
老师引导学生释放情绪 
父母关爱 
朋辈关爱 
医院治疗 
辅导员陪伴 
申请奖助学金和助学岗

位 
参加比赛、活动 
老师指导学生参加比赛、

活动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家庭的关心陪伴 
朋辈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经济支持 
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Case 2 

分析该生心理偏差行为主客观原因。 
辅导员对该生的情绪进行安抚，在沟通中得到

该生信任。 
辅导员引导该生向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心理

援助。 
该生成功进行了心理咨询，得到了专业的辅导。 
该生就近到本地专业心理门诊咨询。 
家长平时务工回家多与该生接触聊天，给予该

生安全感和家庭温暖。 
辅导员定期与该生进行谈心谈话。 
该生打开心扉，与辅导员畅谈专业学习中的困

惑和返校后的学习设想。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倾听获得信任 
老师引导学生寻求心理

援助 
在学校心理咨询室进行

心理咨询 
心理门诊咨询 
父母陪伴 
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 
打开心扉表达想法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心理咨询师治疗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主动配合心理干预 

 …… …… …… 

Case 
30 

分析危机原因：痛苦的成长经历；认知偏差；

人际交往能力缺陷。 
采用认知治疗法，帮助小 A 重新建立新理性观

念…… 
转变教育观念，要多关心关注并积极鼓励小 A；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努力营造宽松亲和的家

庭氛围；带孩子去医疗机构的心理科进行全面

检查 
参加同学们的集体活动。 

分析危机原因 
采用认知治疗法建立观

念 
关心鼓励孩子 
营造温馨家庭氛围 
带孩子及时就医 
参加集体活动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学校的心理辅导与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收获社会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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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又被称为二级编码，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

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陈向明，1999)。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对 23 个初始范畴反复比较

和归纳，根据不同初始范畴的逻辑关系得到了 6 个主范畴：原因识别、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

持、归属性支持、个体态度与意愿，详见表 4。 
 
Table 4. Axial coding results 
表 4.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初始范畴 

原因识别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了解产生心理问题原因；找到心理问题的多重因素 

情感支持 老师的关心陪伴；朋辈的关心陪伴；老师肯定鼓励；心理咨询师关心陪伴；家庭的关心陪伴 

工具性支持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学校的心理辅导与治疗；经济支持；心理咨询师治疗 

信息支持 老师建议；老师指导；老师的教育引导；朋辈、老师的学业帮助；心理咨询师指导 

归属性支持 收获自信；收获社会归属感；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个体态度与意愿 主动配合心理干预；主动寻求老师帮助；积极配合老师的帮助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是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编码，其目的是对主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在所有范畴中找出核心范畴。通过核心范畴对其他范畴的融合和统领，形成“故事线”，将各

理论要素整合起来(陈向明，2015)。再次结合案例内容，通过进一步梳理初始范畴、主范畴以及各范

畴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将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作为核心范畴能够统领其他范畴并解释研究

问题。 
根据扎根理论的分析结果，研究形成以下故事线：在对大学生实施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原因识别是

重要前提，个体态度与意愿是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内在影响因素，外界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

息支持、归属性支持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关键力量。原因识别、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

支持、归属性支持、个体态度与意愿共同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同样地，对其余的 4 个案例(Case 5，Case 13，Case 18 和 Case 28)依次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

选择性编码，编码结果如表 5 所示。通过分析可知，编码结果仍可反映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核

心范畴，并且尚未发现新的主范畴。因此，可认为对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筛选已达到理论饱

和状态，由此构建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见图 1。 

4. 模型阐释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编码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模型，详见图 1。以

下结合原始案例资料和相关研究对模型主要概念的含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干预

效果的作用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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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oretical saturation test coding results 
表 5. 理论饱和度检验编码结果 

主范畴 初始范畴 

原因识别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情感支持 老师的关心陪伴；家庭的关心陪伴；朋辈的关心陪伴 

工具性支持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心理咨询师治疗 

信息支持 老师指导 

归属性支持 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个体态度与意愿 积极配合老师的帮助；主动寻求心理咨询 

 

 
Figure 1. A theoretical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图 1. 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1) 原因识别是对大学生实施心理干预的重要前提。 
原因识别是心理干预的起始点，是在为后续选择干预措施、制定干预方案奠定基础，为整个干预过

程提供明确的指导方向。准确地识别出个体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有利于干预者制定出针对性的

干预方案，一方面有助于个体认知和理解自身心理问题。一旦识别的原因有误，即使采取相应的干预措

施，也可能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这可能浪费宝贵的资源和时间，给个体带来额外

的负担和伤害。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可能源自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家庭问题或自我认知

等多个方面，通常干预者需要对个体的心理需求、生活环境、人格特质、人际关系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

分析，才能准确识别出原因。 
因此，原因识别是对大学生实施心理干预的重要前提，直接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 
(2) 个体态度与意愿是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内在影响因素。 
大学生的个人态度、价值观和改变的意愿对心理干预的效果至关重要，影响着大学生接受干预的程

度和行动的积极性，是心理干预效果的个人内在影响因素。主动配合心理干预、积极的态度和强烈的改

变意愿可以促进个体与干预者的互动和合作，提高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而消极的态度和意愿可能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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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个体排斥和拒绝干预措施，削弱干预的效果，即使在准确地识别原因并提供充足社会支持的情况下，

干预效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 
因此，个体态度与意愿是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内在影响因素，直接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 
(3) 外界的各类社会支持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关键力量。 
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归属性支持等社会支持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关键力量。

情感支持是指给予个体关心、理解、鼓励和慰藉等，使其感到温暖与信任。情感支持可以帮助大学生减

轻焦虑和压力，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案例中大学生所受到的情感支持主要来自老师、家庭、朋辈、心

理咨询师等方面，涉及的有给予个体的关心陪伴、肯定鼓励等。工具性支持指个体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受

到的有形的实际帮助，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比如医院或机构的诊断治疗、学校或社会给予的奖助学

金、心理咨询师实施的治疗等。工具性支持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心理问题，提升其应对能力。信息

支持指个体在心理干预过程中获得的信息、知识、建议或指导，如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职业生涯规划

的知识、老师指导参加比赛活动的信息等。信息支持能够增强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

于提高心理干预的效果。归属性支持指个体在心理干预过程中感受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即感觉自己被

接纳、被理解。例如积极参加班级、学校活动，融入集体建立自信等。归属性支持能够增强个体的心理

安全感和稳定性，帮助个体正确理解和评估自身问题，有助于促进其心理健康。当大学生面临心理困境

时，来自朋辈、老师、家庭和社会的多方面支持可以给予他们巨大的力量，增强个体的信任感、安全感、

认同感、归属感，从而提升个体的心理干预效果。多种支持不仅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还有助于他们在长期内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因此，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归属性支持)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

关键力量，直接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 
此外，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归属性支持等社会支持在原因识别对大学生心理干预效

果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一方面社会支持使得个体更加深入探索和理解自己心理问题的根源，另一

方面使得原因识别更加准确有效，进而提高了心理干预的整体效果。 
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归属性支持等社会支持在个体态度与意愿对大学生心理干预效

果的影响中同样起到了调节作用。有效的社会支持给予大学生更多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增强了他们对心

理干预的信任感和接受度，从而形成更加积极的心态和行为，进而促进心理干预效果的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探究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对于丰富心理干预的研究、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社会价值。本文以接受过心理干预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探索了大学生

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经由三级编码发现： 
(1) 大学生心理干预的影响因素可以归为原因识别、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归属性支持、

个体态度与意愿。 
(2) 以上因素都直接影响大学生心理干预的效果。原因识别是对大学生实施心理干预的重要前提。个

体态度与意愿是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内在影响因素。外界的各类社会支持(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

息支持、归属性支持)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关键力量。另外，社会支持在原因识别对大学生心理

干预效果的影响和个体态度与意愿对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中都起到了调节作用。 
在实际干预过程中，应当根据每位大学生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实现最佳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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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实施大学生心理干预措施的建议： 
(1) 原因识别精准化。在心理干预的初期，干预者应与个体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其心理需求、生活经

历、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准确地分析其心理问题的成因，这是确定后续心理干预方向和措施的关键，

同时，这有利于干预者对个体提供针对性的社会支持。 
(2) 社会支持多元化。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应提供多种形式的社会支持，如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

性支持和归属性支持等，以满足个体不同的心理需求。辅导员、班主任定期走访学生宿舍，家长多关注学

生的心理状态，多陪伴多交流，为大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学校积极开展讲座、心理健康课程等，提供关于

心理健康、压力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支持；强化学校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学校奖助学金评选发放机

制，提供有效的工具性支持；学校多开展集体活动，促进同学、室友之间的交流与支持，增强归属性支持。 
(3) 多方主体协同化。促进干预者、辅导员、家长、学校、心理咨询师、医院等多方主体的合作，整

合各方面的有效干预力量，共同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些主体之间并不是独立地或以简单相加

的方式产生影响，而是交互作用于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因此，大学生的心理干预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协

作。在干预过程中，学校主导，家庭配合，社会支持。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心理救助效果的影响因素组态研究——基于访谈资料

的 QCA 分析(22G159)；武汉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机制研

究——基于扎根理论与 QCA 的组态分析。 

参考文献 
安宏玉(2021). 朋辈心理互助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研究.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学报, 31(6), 129-131. 

陈向明(1999).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教育研究与实验, (4), 58-63,73. 

陈向明(2015). 扎根理论在中国教育研究中的运用探索.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3(1), 2-15, 188. 

邓文, 杨莹(2023). 复合治理视域下地方公务员能力提升趋向与路径探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中国人事科学, 
(12), 20-28. 

付梅 , 马利暖(2016). 基于归因理论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模式探究 .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1), 
109-110. 

顾源, 陈坚, 张筌钧, 等(2019). 抗压能力对心理危机干预的影响: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7(11), 1621-1627. 

何浩宇, 崔寒尽, 唐海波(2012). 团体心理咨询干预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效果的 Meta 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7), 1036-1039. 

贾旭东, 衡量(2020). 扎根理论的“丛林”、过往与进路. 科研管理, 41(5), 151-163. 

刘爱楼, 荆玉梅(2021). 创伤后成长的心理干预效果及影响因素: 元分析与Cochrane证据质量.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41(4), 116-124. 

刘欣彤, 周颖清, 谢莉玲(2011). 人格对卵巢癌患者心理干预效果的影响研究. 激光杂志, 32(2), 94-95. 

孙方烁(2024). 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与中职学生培育融合路径探析——基于 Nvivo 的质性研究. 西部学刊, (2), 
133-138. 

谢青(2023). 论大学生的内在心理力量在危机干预中的作用. 中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教育, (2), 94-95. 

谢莹(2020). 网络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理论与方法.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杨宁欣, 柴红玲, 吴铭(202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科研经费“包干制”——基于国内 40 所高校的 Nvivo 分析. 教育财会
研究, 34(6), 45-52. 

张晓瑜(2021). 不同干预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应激水平影响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5(6), 124-12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4199


丁可琦 等 
 

 

DOI: 10.12677/ap.2024.144199 110 心理学进展 
 

附  录 

编号 案例摘录 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Case 1 

原因分析：导致心理偏常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耐心倾听，产生共情，取得 A 信任。 
引导她尝试宣泄情绪的各种方法…… 
父母平时关心、关注、关爱 A。 
朋辈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关爱 A。 
通过药物和心理辅导进行正规、系统的治疗。 
用爱陪伴，以真心换真情，保持良好的信任关

系…… 
帮助她申请学生科的勤工助学岗位，及各类奖助

学金。 
参加学校里各类体育活动、学科竞赛、实践活动，

不断充实自己…… 
鼓励 A 担任队长参加学校大学生辩论赛。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倾听获得信任 
老师引导学生释放情绪 
父母关爱 
朋辈关爱 
医院治疗 
辅导员陪伴 
申请奖助学金和助学岗

位 
参加比赛、活动 
老师指导学生参加比赛、

活动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家庭的关心陪伴 
朋辈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经济支持 
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Case 2 

分析该生心理偏差行为主客观原因。 
辅导员对该生的情绪进行安抚，在沟通中得到该

生信任。 
辅导员引导该生向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心理

援助。 
该生成功进行了心理咨询，得到了专业的辅导。 
该生就近到本地专业心理门诊咨询。 
家长平时务工回家多与该生接触聊天，给予该生

安全感和家庭温暖。 
辅导员定期与该生进行谈心谈话。 
该生打开心扉，与辅导员畅谈专业学习中的困惑

和返校后的学习设想。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倾听获得信任 
老师引导学生寻求心理

援助 
在学校心理咨询室进行

心理咨询 
心理门诊咨询 
父母陪伴 
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 
打开心扉表达想法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心理咨询师治疗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主动配合心理干预 

Case 3 

初步判断其心理问题是重大的负性生活事件创

伤所引发的心理应激反应…… 
学院心理辅导员了解相关情况，关切问及感受。 
在父母和室友的关爱下，A 已正常饮食。 
校专职心理咨询师保持无条件倾听、理解、应

答…… 
校专职心理咨询师利用 ABC 理性情绪疗法，使

用了一些心理干预方法…… 
校专职心理咨询师引导 A 进行焦虑降级管

理…… 
校专职心理咨询师给出减轻应激和自我识别症

状的策略。 
学生朋辈辅导员与同宿舍同学持续对 A 进行积

极关注。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关心了解情况 
父母关爱 
学校心理咨询师倾听理

解 
学校心理咨询师采用心

理疗法 
心理咨询师引导学生焦

虑降级 
心理咨询师提供治疗策

略 
朋辈关爱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家庭的关心陪伴 
心理咨询师关心陪伴 
心理咨询师治疗 
心理咨询师指导 
朋辈的关心陪伴 

Case 4 

心理咨询中心及时与该生约谈。 
得出小赵同学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个人内源性焦

虑…… 
引导学生做好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学生定期运动，并通过运动结交志同道合的伙

伴，更好地与同学们融入一体。 

在学校心理咨询室进行

心理咨询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老师引导学生制定规划 
积极运动融入集体 

心理咨询师治疗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指导 
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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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se 6 

初步判断导致该生心理偏常的主要原因是原生

家庭带来的影响。 
辅导员与该生谈话开导…… 
辅导员当即转账该生 2000 元，告知该生先按医

生的要求检查。 
室友迅速赶往医院，全程陪同，并关心帮助其生

活、学习中的点点滴滴。 
母亲在校陪伴一周后，心结彻底打开。 
该生按医生要求服药，情况明显好转。 
将该生纳入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库。 
辅导员推荐该生在校内商业街蛋糕店兼职。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 
给予检查治疗费 
同学陪伴 
父母陪伴 
医院治疗 
申请奖助学金 
老师提供兼职岗位信息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经济支持 
朋辈的关心陪伴 
家庭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老师指导 

Case 7 

母亲来校陪读。 
倾听并帮助学生分析问题…… 
家长积极联系相关机构，带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

治疗。 
定期谈心谈话，了解近期有关情况，帮助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疏导心理困惑。 

父母陪伴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专业机构治疗 
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 

家庭的关心陪伴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老师的关心陪伴 

Case 8 

初步了解其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和目前的精神

状况。 
笔者认真倾听，并对其表示同情和理解。 
从专业角度对其提出了建议。 
王某反应良好，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会尝

试做出改变。 
意识到自己此前在思维方式上的缺陷，表示将继

续努力调整自己。 
学生与其一起自习，如有学习方面的困难及时进

行指导和帮扶。 
班干部和宿舍成员主动关心其生活，有困难积极

帮助。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倾听获得信任 
老师给学生建议 
打开心扉表达想法 
意识到自身问题做出改

变 
同学帮扶学习 
朋辈关爱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主动配合心理干预 
朋辈、老师的学业帮助 
朋辈的关心陪伴 

Case 9 

心理疾病学生休学复学后对新的环境和身份不

适应导致情绪紧张、自我怀疑…… 
辅导员认真倾听，积极关注，小敏渐渐打开心

扉…… 
辅导员细心发掘，对其优点进行了肯定和赞美。 
在同学的帮助下，小敏开始尝试与同寝室以及班

上同学交往。 
鼓励她多参加学院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班主任和辅导员的指导下，小敏先后在学校的

主题教育演讲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通过比赛，小敏认识了很多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同

学，人际关系越来越好。 
辅导员对小敏进行规划教育。 
前往 XX 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典型的狂躁

症…… 
母亲在校外租房陪读，督促其按时服药。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倾听获得信任 
辅导员肯定赞美学生优

点 
同学陪伴 
辅导员鼓励学生参加活

动 
老师指导学生参加比赛、

活动 
参加比赛、活动 
老师引导学生制定规划 
医院治疗 
父母陪伴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肯定鼓励 
朋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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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se 10 

辅导员立刻到宿舍与孙同学谈心，了解他的相关

情况。 
认真倾听，建立信任关系。 
辅导员全面了解了孙同学的在校情况，分析了其

产生沉迷网络游戏、意图退学等问题的原因。 
辅导员鼓励其主动敞开心扉，融入集体，尽快适

应大学生活。 
同学组建帮扶小组，在生活、学习、校园活动等

方面帮扶孙同学。 
辅导员引导其进行自我评估，合理规划大学生

活，树立新的奋斗目标。 
家长给予了孙同学全方位的关爱和帮扶。 
孙同学逐渐融入班集体，并在大二担任班级委员。 

辅导员关心了解情况 
辅导员倾听获得信任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鼓励学生参加活

动 
同学陪伴 
同学帮扶学习 
老师引导学生制定规划 
父母关爱 
感受集体温暖 

老师的关心陪伴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肯定鼓励 
朋辈、老师的学业帮助 
朋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家庭的关心陪伴 
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Case 11 

整合信息总结小 A 的性格形成原因，首先是来

自于原生家庭生长环境对她的影响。 
引导小A要养成以感恩的心去思考问题的好习。 
家长每周和孩子联系几次，问问学习和生活，多

给予情感上的补偿。 
姐姐也参与进来多多开导和帮助小 A，一起共建

温馨的家庭氛围等。 
我经常去教室，每一次都会有意表扬小 A 一下。 
宿舍同学关注小 A 的情绪状态，关心她，和她

说话聊天、分享食物。 
她主动参与宿舍的集体活动，她和同学们的交流

也多了起来。 
我继续坚持和小 A 经常性的谈话聊天，聊人生，

聊家庭。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老师给学生建议 
父母关爱 
兄弟姐妹帮助 
老师表扬学生 
同学陪伴 
参加比赛、活动 
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指导 
家庭的关心陪伴 
老师肯定鼓励 
朋辈的关心陪伴 
融入集体建立自信 
老师的关心陪伴 

Case 12 

耐心地和×××进行谈心与交流，使她平稳情绪。 
我了解×××情绪激动的原因，并为她讲解…… 
我肯定了她在近期的表现，学习努力，成绩优异，

我对她表达了认可。 
参评国家助学金，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 
我经常和×××谈心、交流，了解她的思想动态和

心理变化。 
引导她如何处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 

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辅导员肯定赞美学生优

点 
申请奖助学金 
辅导员关心了解情况 
老师给学生建议 

老师的关心陪伴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肯定鼓励 
经济支持 
老师指导 

Case 14 

小 A 的困难，不是单纯的经济困难，是因家庭

贫困和身体“贫困”导致了心理“贫困”…… 
在家长的关心帮助下，小 A 也逐渐打开心扉，

直面问题。 
第一时间提供心理支持，疏导学生负面情绪，做

好她的倾听者、引导者和支持者。 
联系学校心理咨询室专业的老师介入，使得心理

干预专业化。 
及时给予她职业规划和学业指导。 
帮助她申请学校“困难学生补贴”、争取“困难

学生慰问”。 
鼓励她参加勤工助学的岗位、企业兼职实习实

践、校内励志奖学项目。 

老师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父母关爱 
辅导员陪伴 
学校心理咨询师进行心

理援助 
老师指导学生制定规划 
申请奖助学金 
老师指导学生参加比赛、

活动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家庭的关心陪伴 
老师的关心陪伴 
心理咨询师治疗 
老师指导 
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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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se 15 

案例分析：家庭亲子关系失和……不恰当的家庭

教育方式。 
辅导员对 G 同学进行主动的关心与帮助…… 
一天之后 G 同学的家长赶到学校，并向辅导员

请假带 G 同学去某公立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为其

就医。 
辅导员和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老师分别对其进

行了谈心谈话。 
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老师推荐其参加朋辈团体

心理小组…… 
G 同学写作的多篇心理文章被推送到学校学生

处心理健康专栏的公众号上，受到同学们的点赞

与认可…… 
该生表示愿意继续去找到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

老师进行定期的个体咨询。 

分析心理问题出现原因 
辅导员关注学生在校情

况 
家长带学生及时就医 
老师的心理关怀 
老师建议参加朋辈团体

组织 
受到称赞 
学生愿意配合心理咨询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老师建议 
收获自信 
主动配合心理干预 

Case 16 

找原因。家长对孩子期望较高，孩子的抗挫折能

力较差…… 
我采用了寝室走访的形式，以日常查寝的方式进

行了深入的谈话…… 
我通过分析高中学习方式与大学教育方式的相

同点和不同点…… 
让寝室每个同学匿名写下其他室友的优点，小周

的优点有文笔很好、字写得好看、热心善良……

等，使小周重拾自信。 
室友多关注小周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多陪陪小

周。 

通过家长寻找原因 
老师谈话关心学生 
提供大学学习的建议 
受到称赞 
朋辈关心生活和心理状

态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收获自信 
朋辈的关心陪伴 

Case 17 

背景分析：离异带来的怯懦自卑；离异带来的内

疚自责……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父母的离异是大人之间出现

了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原因造成的…… 
她参与到集体活动中，使他赢得同伴的接纳，改

善人际关系。 
针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制订了为期 12 周的辅

导计划，每周 1 次。 

了解学生心理问题原因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父母

离异 
参加集体活动 
开展心理辅导计划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指导 
收获社会归属感 
学校的心理辅导与治疗 

Case 19 

心理症状分析：该生长期处在一个“父母代替孩

子接受惩罚”和“溺爱教育”的家庭环境

下…… 
H 老师首先对学生的每日情况进行长时间跟踪

并深度关怀关爱其学习、生活近况。 
H 老师发现该生提到自己因阅读心理相关书籍

结识虚无主义后，主动地和该生对这类价值观进

行了探讨。 

分析学生心理症状 
老师关心学生日常 
师生探讨价值观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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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se 20 

没能进入心仪的公司实习是导致小 A 出现当前

心理问题的直接诱因。 
辅导员通过积极倾听……鼓励她充分表达自己

的思想和情感。 
辅导员向她解释合理情绪疗法中的 ABC 情绪理

论，然后深入挖掘其不合理信念并加以引导修

正。 
小 A 不怕困难，积极主动完成工作，待人诚恳

大方，善解人意，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 

找到心理问题原因 
老师认真倾听并鼓励 
辅导员使用合理情绪疗

法 
总结优势激发自我效能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肯定鼓励 
学校的心理辅导与治疗 
收获自信 

Case 21 

原来学生父母年轻时在广东打工认识，由于意外

怀孕仓促结婚。她父母性格差异大，感情基础不

牢固，婚后一直在吵闹…… 
告诉她一定要学会感恩，感恩父母、老师和同学，

理解父母一些不得已的苦衷…… 
一家人周末出游、捕鱼、玩耍等其乐融融的微信，

看来父母确实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家庭关系有明

显的改观。 

了解产生心理问题的背

景 
引导学生懂感恩 
改善家庭关系 

了解产生心理问题原因 
老师的教育引导 
家庭的关心陪伴 

Case 22 

原因分析：首先，家庭因素是造成该生心理问题

的基础…… 
首先给学生打电话，间接询问最近没上课的原

因…… 
家长在外上班期间也能多方面关心孩子，通过打

电话等方式和孩子聊天、谈心…… 
告诉学生 A，疫情防控期间，待在家里我们也可

以做很多平时没时间做的事情，比如看几本书、

学做几道菜等等…… 
正确意义上的追星是理智的分析偶像哪些行为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充分发挥室友、好友等朋辈作用，关怀学生 A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多重因素导致心理问题 
老师主动关怀学生 
家长与孩子聊天谈心 
老师建议充实生活 
教导学生树立正确追星

观 
朋辈关怀学生生活 

找到心理问题的多重因

素 
老师的关心陪伴 
家庭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朋辈的关心陪伴 

Case 23 

休学期间一直跟他保持联系…… 
老师建议学生做兼职，多与人打交道，多接触社

会…… 
他的父母很理解他，愿意支持他去做他决定的事

情…… 

老师始终保持联系 
建议多积累社会经验 
理解并支持孩子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指导 
家庭的关心陪伴 

Case 24 
我去他们宿舍里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家长带着学生去心理医院去检查…… 
家长陪同他参加考试…… 

老师了解学生情况 
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父母陪伴 

老师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Case 25 跟学校的相关心理咨询室的老师沟通…… 
他家里人一直带他去治病…… 

在学校心理咨询室进行

心理咨询 
父母陪伴 
医院治疗 

心理咨询师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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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ase 26 

童年时期的阴影一直影响着小 A，朋友少，内心

比较孤僻，性格敏感、谨慎和多疑…… 
辅导员便单独约见了小 A……随后鼓励小 A 讲

出自己经历的故事。 
辅导员建议他去参加各种科创比赛……；教导小

A 要学会知恩图报…… 
在辅导员的建议下，小 A 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坚持义务献血…… 

童年阴影导致心理问题 
老师鼓励学生敞开心扉 
建议大学学习方式 
引导学生懂感恩 
积极参加老师建议的活

动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肯定鼓励 
老师建议 
积极配合老师帮助 

Case 27 

分析原因：第一点，该生情绪不稳定，心理冲突

较多，缺少对自己情绪的调节能力…… 
我们聊了很多，我了解了她的压力原因，还聊了

一些小时候的学校的事情…… 
帮助她合理的时间安排，制定作息计划…… 
时隔一天后，她主动来我办公室跟我聊天，说最

近状态不好。 
父母决定坐飞机飞过来，周末带她去复检。父母

到学校以后，孩子症状比之前好很多…… 

分析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与学生聊天 
帮助学生合理安排时间 
主动与老师沟通心理问

题 
父母陪伴孩子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关心陪伴 
老师的指导 
主动寻求老师帮助 
家庭的关心陪伴 

Case 29 

案例分析：小 A 同学对大学生生活存在着严重

不适应的问题。 
通过教育引导，让她认识到大学生生活和高中生

活存在着巨大的变化，大学的学习要靠自觉学

习…… 
安排了她同班的两名同学帮助她，从课堂笔记到

课后作业对其全面的指导……并且请相关的任

课教师对其给予帮助…… 
在生活上关心她，定期到她的班级、寝室了解她

学习、生活情况。 
宿舍同学多包容她，帮助她改变懒散、高傲的缺

点，引导她学会人际交往。 
和她的父母取得联系，及时交流她的近况，让她

感觉到温暖和关爱。 

找到学生问题症结 
提供大学生活建议 
同学老师指导学习方面

知识 
老师关心日常生活 
朋辈关心日常生活 
父母关心关注孩子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老师的教育引导 
朋辈、老师的学业帮助 
老师的关心陪伴 
朋辈的关心陪伴 
家庭的关心陪伴 

Case 30 

分析危机原因：痛苦的成长经历；认知偏差；人

际交往能力缺陷。 
采用认知治疗法，帮助小 A 重新建立新理性观

念…… 
转变教育观念，要多关心关注并积极鼓励小 A；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努力营造宽松亲和的家庭

氛围；带孩子去医疗机构的心理科进行全面检查 
参加同学们的集体活动。 

分析危机原因 
采用认知治疗法建立观

念 
关心鼓励孩子 
营造温馨家庭氛围 
带孩子及时就医 
参加集体活动 

分析心理问题产生原因 
学校的心理辅导与治疗 
家庭的关心陪伴 
医院机构诊断治疗 
收获社会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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