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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探究社会支持、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及污名之间的关系。方法：基于社会支持量表、情绪反应

量表、心理急救意愿量表对36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结果：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急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大学生的污名情绪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中起中介作

用。结论：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呈显著正相关；污名与社会支持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均呈

负相关；污名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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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and 
stigma. Methods: 368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social support scale, emotional re-
sponse scale and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willingness scale. Theory: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Results: So-
cial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the stigma of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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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first aid of college students. Stigma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Stigma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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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每八个人里就有一人可能罹患精

神障碍。在中国，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高达 16.6%，新冠疫情的到来则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精神障碍

患者不仅要遭受来自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还会遭受来自身边人及社会的污名化态度。这不仅不利于精神障

碍患者病情的恢复，还会使得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加深。甚至，即使在精神障碍患者病情痊愈后，这种污名

化的态度依然会伴随他们，使得精神障碍患者难以融入社会，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生活(李强等，2008)。 
心理健康急救作为一种为心理健康问题与处于心理危机的人提供的非正式支持与帮助，对于帮助精

神障碍人群具有重要意义(Yap, Wright, & Jorm, 2011)。一般而言，个体对存在心理疾病的个体普遍存在一

种污名化的倾向，心理疾病的污名化一方面可能使存在心理问题的个体感到被排斥、孤立和不被接纳，

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想要提供帮助的个体“避而远之”。根据社会认知

理论，社会环境、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是交互影响的。社会支持营造了一种安全支持的环境氛围，这可

能有助于减少个体对污名化的认知态度，进而促进其急救行为的发生。即，污名的减少可能是社会支持

对心理健康急救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因此，本研究旨在从社会认知的视角探究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急救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污名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社会支持、污名和大

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心理健康急救(Mental health first aid, MHFA)是向发生心理健康问题(如精神病、社交恐惧症、抑郁症

伴酗酒者)或处于心理健康危机(如突发事件或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困难，无法避免与解决时，心理的不平衡

及混乱的状态)的人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心理健康急救是由家人、朋友、同事等非专业人事在获得适当的

专业治疗或危机解决之前提供(Yap & Jorm, 2012)。这与长期的心理咨询不同，属于在紧急情况下短期的

心理干预(余鸿璋等，2022)。这一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心理健康研究中心 Betty Kitchene 和

Anthony Jorm 提出。心理健康急救作为一种针对心理困境的紧急支持和帮助，是一种具有利他倾向的行

为。这种行为关注于帮助他人恢复心理健康。由于精神障碍患者普遍存在病耻感，碍于外界歧视，会导

致识别病状和求助的延迟，阻碍了接受专业的精神卫生保健，导致精神障碍患者在生活中得不到有效的

自助和适当的他人支持(Kitchener & Jorm, 2002)。因此，亟需探讨有效措施全面提升公众精神疾病认知、

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从而培养公众心理健康救助能力。 
基于偿还回报心理，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就有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郑显亮，2012)。社会支持

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受到的资源与帮助，社会支持来源于同学、朋友、亲戚、社区、邻居、政府等

方面，社会支持包含三个方面的资源：物质支持，即给予实物的帮助；信息支持，即社会支持网络中的

人们可以为个体提供有关健康、经济、社会、知识和经验等方面的信息和建议；情感支持，它涉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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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信任、同理心，并表达自己的情感。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人们可以为个体提供有关健康、经济、社

会等方面的信息和建议(Bi, He, Lin, & Fan, 2022)。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急救。已有研究发现，

许多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直接寻求精神健康专家，相反，他们更喜欢求助他们的家人，朋友，或

其他非正式资源。这种社会支持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急救等亲社会行为(Jung, von Sternberg, & Davis, 2017)。
Betty 等人认为通过 MHFA 培训，即为个体提供教育支持的行为，可以帮助整个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

精神疾病的早期干预从而促进心理健康急救(Kitchener & Jorm, 2008)。还有研究认为恢复社会支持，有助

于提高心理急救的使用(Nyamukeba & Ndayisaba, 2008)。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变量，使得个体在社

交网络中有强烈的归属感，提升了信任感，从而可以引发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增加了助人行为发生的频

率，可能会进而增加了心理健康急救行为发生的概率。因此提出假设： 
H1：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急救。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环境因素与个体认知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李晓侠，2005)。社会支持作

为一种外部环境资源(如社会支持)会对个体认知情绪因素(如污名)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个体行为(如心理

健康急救)。本文认为社会支持会通过污名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健康急救。“污名”(stigma)一词最早源于

古希腊，最初的意思为身上的烙印，人们对于有烙印的人嗤之以鼻，有了这种烙印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

人。在 1963 年的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诠释》中，Coffman 将“污名”这一概念引入了心理学领域，

并将其描述为“个体因获得非社会认可而遭受损害的身份认同”(张宝山，俞国良，2007)。心理疾病污名

指个体因心理问题所引发的刻板印象使得社会地位降低(Ritsher, Otilingam, & Grajales, 2003)。 
社会支持可以提升亲社会行为，减少污名化态度。例如，有研究认为，对青少年科普心理急救，有助于

改善青少年心理素养、减少污名化态度(McCabe et al., 2014)。另有研究认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态度是

寻求帮助和社会支持的重要障碍(Henderson, Evans-Lacko, & Thornicroft, 2013)。还有研究发现通过 MHFA 培

训，培训者的心理健康得到改善，疾病侮辱态度减少以及向他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的次数增加(杨佳欣等，

2021)。因此，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减少污名进而提高心理健康急救。由此，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污名在社会支持对心里急救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减少污名进而提升心理急救。 
本研究将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污名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将心理健康急救作为因变量。探讨他们三

者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支持通过污名情绪影响心理健康急救的中介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武汉地区高校中抽取中南民族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汉口学院、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经济

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工业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九所高校随机发放问卷，共收

集了 400 份问卷。为提高数据质量，研究者删除了用时过短、胡乱作答或故意规律作答的问卷 32 份，最

终获得有效问卷 368 份，有效问卷率为 92%。其中，男生有 151 人，占比 41%；女生有 217 人，占比 59%。

汉族 160 人，占比 43.5%；少数民族 208 人，占比 56.5%。大一学生共 185 人，占比 50.3%，大二学生共

35 人，占比 9.5%；大三学生 101 人，占比 27.4%；大四学生 47 人，占比 12.8%。 

2.2. 研究工具 

2.2.1. 污名 
选用情绪反应量表测量。该量表由 Matschinger 等人编制(Angermeyer & Matschinger, 2003)，心理疾

病污名相关的情感反应是指被试对患有心理疾病的个体的情感反应。包括了三个维度：恐惧、愤怒以及

同情。一共十个项目，例如“我感到不安，”采用五点计分法，1 为完全不符合，5 为完全符合，分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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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示情感反应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7。 

2.2.2. 心理急救意愿量表 
此量表参考了 Clucci 等人编写的精神健康急救指导、日本制定的自杀急救指导方法以及 Mason 等人

的研究，由我国学者鞠平编制，心理急救意愿量表用来考察被试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帮助意愿，测量的内

容包含四个方面：支持、交流、鼓励求助、危机干预。一共十五个项目，例如“我会寻找合适的时机和

他(她)交谈，”采用四点计分法，1 为肯定不会，4 为肯定会，总分越高，代表被试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急

救意图越高，被试帮助心理疾病患者的可能性就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9。 

2.2.3. 社会支持量表 
选用社会支持量表测量。该量表由肖水源编制，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的利用度三个维

度(肖水源，1994)。一共十个项目，例如“你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总分为十

个项目评分之和，量表计算总分，总得分越高，说明了社会支持程度越好。一般来说，得分小于 20 分的

人通常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得分在 20~30 分之间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而得分大于或等

于 31 分的人则通常拥有较为满意的社会支持。过去的研究得出此量表内容效度为 0.724~0.835，结构效

度为 0.462~0.664。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03。 

2.3. 施测程序及数据分析 

采用大学生个别施测和以班级为单位的团体施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问卷的数据，在施测过程中被试

均为匿名且独立完成问卷，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本研究数据采用软件 SPSS26.0 进行分析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法由被试主观作答，受被试个人感受、经验等影响，三个量表皆由同一人作答，

使得预测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存在共变。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了匿名调查和

反向计分的方法，并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同时，还将社会支持、污名、心理健

康急救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 22.062 的整体方差，低于 40%的临界值，表明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社会支持、污名、心理健康急救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tigma and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表 1. 社会支持、污名、心理健康急救的描述性分析 

  M SD 

社会支持 

客观支持 7.93 2.07 

主观支持 20.54 3.82 

对社会的利用度 7.58 1.77 

社会支持总分 36.05 5.85 

污名 
恐惧 6.86 2.7 

愤怒 7.61 3.22 

同情 10.38 2.49 

心理健康急救 —— 46.81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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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支持、心理健康急救与污名情绪的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污名(β = −0.15, t = −3.0, p < 0.001),当社会支持和污名都纳入回归方程时，社

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急救(β = 0.36, t = 5.28, p < 0.001)污名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急救(β = −0.42, t = 
−5.76, p < 0.001)。相关性分析如表 2 所示，中介模型效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stigma and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表 2. 社会支持、污名、心理健康急救的相关性分析 

 社会支持 污名 心理急救意愿 

社会支持 1   

污名 −0.179** 1  

心理急救意愿 0.318** −0.359** 1 

注：*p < 0.05, **p < 0.01，***p < 0.001。以下同。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in the mediation model 
表 3. 中介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社会支持 0.42 6.01 −0.15 −3.0 0.36 5.28 

污名     −0.42 −5.76 

R2 0.17 0.06 0.24 

F 20.30*** 8.22*** 28.14*** 

注：模型 1——社会支持预测心理健康急救；模型 2——社会支持预测污名；模型 3——社会支持和污名共同预测心

理健康急救。 
 

用 process 插件的 Bootstrap 命令对中介效应系数进行检验，process 由 Hayes 编制而成，针对原样本

(n = 368)进行 5000 次的抽样，如果中介效应系数的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代表中介效应显著，如

果中介效应系数的 95%的置信区间包含了 0，则代表中介效应不显著，结果发现 95%的置信区间为

[0.02,0.12]，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直接效应路径与间接效应路径如表 4 所示。 
 
Table 4. Bootstrap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igma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表 4. 污名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分析 

项目 效应值 间接效应的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相对效应量值 
上限 下限 

总效应 0.42 0.07 0.28 0.56  

间接效应 0.06 0.03 0.02 0.12 14.85% 

直接效应 0.36 0.07 0.22 0.49 85.15% 

4. 讨论 

4.1.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急救的预测作用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急救，假设 1 得到验证，这表明社会支持在大学生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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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急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与以往研究(Jung et al., 2017)的结果一致，即社会支持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学生通常面临着诸如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等问题，而社会支持可以提供情感支

持、信息支持和实质支持，帮助他们应对困境和压力，从而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急救水平。 

4.2. 污名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污名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之前的假设。

社会支持可以通过社会支持来改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降低心理污名程度(郑亚楠等，2016)，进而对

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产生积极的作用。信息支持是社会的重要成分，Hart 等人通过元分析发现六个月的

心理健康急救的培训降低了受助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态度，提高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素养、提供急

救的信心、急救意向的质量和适当治疗的信念(Hart et al., 2022)。这表明信息支持增多，可以降低污名化

态度。 
大学生的污名情绪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污名情绪是社会支持对

心理健康急救发挥作用的机制，本文的理论观点也得到了证实。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的认知、行为

与环境存在交互作用，社会支持提供了安全和支持的环境，可以减弱对心理疾病的污名认知，进而促进

心理急救这样的积极行为发生。大学生面临的污名和偏见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回避和抑制，

使他们不愿提供帮助和支持。这种污名情绪可能源自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负面观念和偏见，以及大学

生个体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因此，减少污名情绪和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和认知水平是促进心理健

康急救的关键。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之间的积极关系，并揭示了污名情

绪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这些发现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急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与以往研究不同，以往研究多从社会支持的积极面开展研究，例如增加亲社会性，或者从社会支持

的缓冲机制来开展研究，本研究首次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以社会支持为出发点，强调了营造积极安全的

环境(社会支持)对促进心理急救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污名是社会支持对心理急救产生作用的途径，为社会

支持对心理急救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4.3. 建议 

目前，国外的心理健康急救培训已经得到成熟发展。我国心理健康急救尚处于起步阶段，心理健康

危机往往是在心理危机发生后进行干预，往往充当“灭火”的角色，还缺乏一个聚焦心理健康急救培训

体系。在我国高校开展适合中国本土化的 MHFA 培训，同时建议学校和社会组织加强心理服务，传播心

理急救知识。高校还可以通过在高校应用心理专业学位下设置心理急救方向来促进心理急救知识在社会

中传播(辛志勇，2018)，这样有助于全面提升大学生精神疾病认知、提高心理健康素养减少污名化态度，

从而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意识和能力。 

5. 结论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呈显著正相关；污名与社会支持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急救均呈显著负

相关；污名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急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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