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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支柱，长期为各行各业输出最优质的人才资源。研究生群体作为促

进我国未来社会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生力军，得到了整个社会的一致关注。然而，其所面临的心理问

题仍然不可忽视，其中，尤以自杀问题最为严重。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与此相关的自杀意念概念及

其影响因素的详细探讨，为当前我国研究生群体所面临的自杀问题提出适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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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e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outputs the best qual-
ity human resources for all walks of life for a long time. As a new for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future, the graduate student group has re-
ceived unanimous attention from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y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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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cannot be ignored, among which suicide is the most seriou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related concept of suicide ide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etail, and put for-
ward appropriate suggestions for the current suicide problem faced by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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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关数据显示，从 1978 年至 2017 年的 40 年里，我国研究生学位授予的总量增加了近 75 倍。截止

2017 年，我国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800 万，并且这一数据仍保持着大幅上涨的趋势。

然而，与此相应的却是研究生群体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和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

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抑郁和自杀问题。据权威机构的统计，全球每年约有 80 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人

数更是达到了这一人数的 20 倍。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自杀死亡人数约占了全球自杀死亡总人数的

25% (Bachmann, 2018)，并且以 25~34 岁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人为主(肖凉等，2001)。结合我国教育的学段

设计，这正对应了研究生群体的年龄，很明显，研究生的自杀死亡率要高于同期其他学段的学生。根据

王姣锋等(王姣锋等，2019)和宋森(宋森，2016)的研究，全国各高校约有 26.96%的研究生群体存在不同程

度的心理问题，11.42%的学生存在抑郁，6.55%的学生存在焦虑；此外，还有 22.02%的硕士研究生感到

孤独。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如武汉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同济大学等全国各高校都相继发生了研

究生自杀自伤事件。抑郁和自杀作为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的首要问题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

为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关注研究生群体自杀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该群体是社会的重要人力资源，同时也在于，依据社会学

的理论，一个人的自杀绝对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研究生群体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一部分必然从侧面反映

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运行机制体制中所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因此，对这一现象

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改革社会机制，完善相关的制度，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发

展，就此而言，这正是这一研究的社会重要性所在。为此，我们应该对于研究生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问

题予以重视，并结合相关心理学知识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2. 相关最新研究综述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 等检索平台与谷歌学术等数据库中可以发现大量关于研究

生自杀意念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理论及其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学者通过对医学生自

杀意念的研究，得出了负性认知对医学生自杀意念有直接影响，而挫败感对医学生自杀意念起间接影响

的结论。梁瑛楠、扬丽珠在《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方式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不合理

的认知方式是导致大学生产生自杀意念的又一重要因素。王健等学者通过对 800 名学生进行反刍思维、

反应量表、家庭环境量表和 Beck 自杀意念表中文版的测试，明确了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的结论。罗逸浩等(2021)则在《高校研究生抑郁、焦虑、孤独感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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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研究生的负面清晰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抑郁、焦虑、孤独感可以正向预测

研究生的自杀意念。 

3. 自杀意念的基本概念 

自杀(suicide)是指蓄意采取某种手段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高正亮，童辉杰，2009)。研究表明，除

了冲动型自杀之外，个体选择自杀往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挣扎过程，由此呈现为一个经由自杀意念

的产生再到制定自杀计划，最后再到付诸实施的过程(Kachur et al., 1995)。目前为止，各国学界对于自杀

行为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对于自杀意念、自杀企图、自杀未遂等自杀行为及影响因素相关理论的关注和

探讨上。其中，又以对作为自杀行为之心理开端的自杀意念的研究为主。所谓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
是指个体在思想中已经有了想自杀的想法或计划，但尚未做出实际行为(李鲁，2017)。作为一种评估自杀

危险系数的重要指标，它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表明，26%的自杀意念者曾有过自杀

行为，30%曾有过严重自杀意念的人随时有出现自杀行为的可能(Bridge et al., 2006)。通常来说，自杀意

念可能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身上产生，作为个体心理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对于自杀行为

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正向预测作用(Grunbaum et al., 2002)，同时也对我们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效

用。就自杀意念之于研究生群体而言，尽管相较于本科生，研究生有着更加成熟的心态、更加丰富的知

识阅历和更加积极、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然而，其所面临的生活和学业压力也将他们置于了危险的

境地。在中国高校中，研究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长期居高不下，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国内关于学生自杀人

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学生群体和大学本科生群体(王雅婷等，2019)，对于研究生群体自杀问题的相关研

究尚且不足。此种研究一方面局限在局部地区，采取小样本横断面和统计分析的单一方式，另一方面也

多集中在定性研究与经验总结方面(黄鸿，李雪平，2013)，不能形成完整的队列型分析模式。为此，形成

基于研究生群体而来的关于自杀意念的研究及制订相应的预防自杀策略就显得极为迫切了。 
如是，既然自杀意念与研究生群体的自杀行为联系如此密切，那么又是什么影响了这一意念的产

生呢？相关研究表明，自杀意念的产生可能不仅与整个社会及个体所生活的周围环境相关，同时也受

个人性别、性格、家庭、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刘学敏等(刘学敏等，2008)的研究表

明，即便同为研究生，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也完全不同，例如军校研究生的

自杀意念发生率较之普通高校就要高得多，达到了惊人的 22.51%。此外，根据沈丽琴、张晓玲、郝清

华、李虹等人的研究，女性研究生群体由于年龄、社会舆论、就业等因素所承受的压力，其自杀意念

也要高于男性(沈丽琴等，2010)。张克让，罗锦秀，韩向明等人研究也发现，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产生

自杀意念的危险是非单亲家庭孩子的 6.09 倍(张克让等，1999)。其中的原因在于，单亲家庭的孩子性

格相对来说更为孤僻、自卑，缺乏安全感，存在一定的心理缺陷，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很容易就会产

生极端想法。因此，原生家庭与性格便成为了个体是否产生自杀意念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相关研

究同时也表明，自杀意念的产生通常不是由单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安

德宝等(安德宝等，2017)研究发现，社交焦虑和其他学业与生活方面的抑郁压力在研究生自杀意念的产

生中起着链式中介的作用；陈伟(陈伟等，2016)等人也发现，在自杀意念发生率较高的医学研究生群体

中，女生自杀发生率要远高于男生。此外，不少研究也表明，性格的内向与外向及对专业满不满意的

差别(张克让等，1999)也是影响学生自杀发生率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低年级的研究生来说，高年级的学

生要面临更多学业、生活、情感和社交等现实压力(宋晓东等，2019)，因而，其自杀发生率也较高。同

时，孤独症与焦虑敏感也是导致高校研究生群体自杀发生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自杀意

念的产生涉及众多的因素，且这些因素一般不是单个发生作用的。基于此，本文将选取其中最重要的

几个因素来做一更为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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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生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研究生自杀行为发生之前，通常会伴随着严重的心理抑郁现象，因而，抑郁、焦虑、孤独感等一般

是与自杀意念相伴相随的，它们有着相似的现实条件。最近一项针对广东某高校研二、研三学生进行的

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在全部接受问卷调查的 3500 名学生中，研究人员共检测出有自杀意念的研究生

111 名，自杀意念发生率占比达到了 3.26% (罗逸浩等，2021)，这与范丹(范丹，2015)对高校研究生自杀

意念的研究中自杀检出率 3.91%较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 111 名研究生多有着抑郁、焦虑和孤独感

等情况。由此可知，自杀意念与抑郁、焦虑、孤独感等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如前所述，自杀意念的产生

乃是一个包含多因素的复杂的变化过程，然而，此抑郁、焦虑、孤独感等也是由一些外在的现实条件导

致的，以下我们将对其中的几个重要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阐释。 

4.1. 社会性创伤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所谓社会性创伤即是指社会逆境感知，是指个体对日常生活中负性事件的感知程度，具体包括社会

排斥和疏离、过度控制和社会竞争失败等等(Zhang et al., 2017)。自杀的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以及王泓懿，张珊珊(王泓懿，张珊珊，2023)最近的研究都表明，作为一种可能导致个体产生负

面心理的事件，社会性创伤对于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有着正向的预测作用。现实中诸多例子也表明，个

体在经历了一系列诸如父母忽视、同伴压力知觉和童年期创伤等社会性创伤事件之后，往往会产生诸如

抑郁、焦虑、孤独感等消极情绪，最终导致个体自杀。研究生是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群体，一旦在人际

交往及各种竞争活动中遇到排斥、失败等问题就很容易感觉到强烈的疏离感、挫败感，进而对自我进行

怀疑，乃至感到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等等。诸如此类的由交际与竞争带来的负面情绪即是社会性创伤在

个体心理层面的一种表现，如若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应对的话可能会产生诸多难以预想的结果。此外，

社会性创伤作为导致研究生自杀意念产生的重要外在因素的可能也为相关的应激－易感模型

(Stress-Sensitization Model)所证实。该模型指出，社会性创伤、个体素质(个体特点)和保护因素等对个体

自杀的产生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Mann et al., 1999)。其中，个体素质又可以在风险因素与自杀意念的关

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宫火良，李思雨，2012)。 

4.2. 学业压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事实上，研究生群体自杀意念的产生具有持续性、偶发性和多样性的特点。Wenzel (Wenzel & Beck, 
2008)等的自杀行为认知模型认为：自杀图式至少包括特质绝望与无法忍受性，而任一自杀图式的激活均

易致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状态绝望，状态绝望的增加则易致使个体判断力下降，强化“没有出路”的信

念，即萌发自杀意念，很多研究生的遭遇即体现了这样一点。例如不少人在升入研究生之后会产生不明

原因的无意义感和无价值感，或者在遭遇了某类刺激性事件后就变得情绪低落，进而产生自杀的想法。

一般来说，这类学生有着几类相似之处，比如原生家庭对他们的影响，或者本身始终无法找到生命的意

义等等，其中，学业压力对学生心理的影响尤为巨大的。 
不同于本科生，研究生一方面需要应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质疑，另一方面也有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当

前，许多高校都提高了研究生的毕业要求，不仅要求研究生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论文，同时也会

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国际的学术会议，这些要求无疑构成了学生学业压力的主要来源。此外，也有更

多更为深层次原因导致了研究生在入学后出现不适的现象。我们之前提到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矛盾关

系也成为了学生学业压力的另一主要来源。特别是在研一的时候，对研究生学习方式转变的不适应会进

一步加剧学生的学业压力，进而开始自卑或产生无价值感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感。总而言之，学业压力无

疑是研究生群体自杀意念产生的一个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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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家庭压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研究生自杀的原因中，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有些学生的父母对

孩子要求很高，对孩子控制欲强，同时并不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使得他们即便到了研究生也仍然摆脱

不了家庭的影响。另一种更为极端的例子就是研究生与父母关系的不和，最终导致学生失去了家庭的支

持。此外，家庭暴力、家庭经济困难或出现重大变故等都是学生产生自杀意念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

的教育模式造成了学生生活以及自我价值感来源的单一化，使得学生更需要来自家庭和父母的支持与鼓

励。Joiner 的自杀人际理论也认为，个体的自杀愿望源于两种人际状态，即累赘感和未满足的归属感。若

个体遭受心理压力且无法及时排解，则可能导致自我累赘认知，当个体无法获得社会支持或社会支持不

足时，则可能导致自我归属感的缺失(Mackin et al., 2017)。而在繁重的学习压力面前，学生较少有机会进

行更多的自我探索，致使其自我功能更为脆弱的学生，如此就容易在压力面前产生一些极端的想法。因

此，当家庭和父母不能给予学生这样的心理需求之时，学生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如此，

自杀意念就产生了。总而言之，父母在学生自杀问题上扮演着极为复杂的角色，我们在考察学生自杀意

念的来源时必须对此予以重视。 

5. 自杀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学业、求职、经济、恋爱

等多方面压力的困扰下，部分学生由于无法解决自身所面对各种问题，由此诱发了挫折感、无意义感，

乃至于自我否定，自杀意念等消极情绪和心理的产生。依据自杀的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
cide)，累赘感知和归属受挫是导致个体自杀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个体主观感知到的社会逆境体验对

研究生自杀意念可能有正向预测作用。 
作为自杀心理危机干预基本依据之一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有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创立的在医疗实践中发展出的一种心理干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格结构可分为本我、

自我和超我。本我(id)是指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活动，遵循着快乐原则；自我(ego)是现实化的本能，介

于自我和超我之间，遵循现实原则；超我(superego)是道德化的自我，它遵循道德原则，是个体在社会

生活中将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和法律法规内化的结果。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他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是

彼此协调的，当一个人的本我得不到超我的接纳，自我就会变得左右为难，既无法适应社会，也很难

与别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此，就会出现各种心理危机，最后诱发自杀。阿德勒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个体心理学理论来对自杀心理危机的干预进行指导，他认为，推动个人成长的关键是对自卑感的补

偿。所谓自卑是在认识到自我无法达到原定目标之后而产生的一种对自我的否定。为此，我们在对研

究生的自杀意念进行干预的时候需要了解其原生家庭和生活的基本情况，通过各种途径全方面地了解

当事人，最终在其感到自卑与不适的地方给予其更多的鼓励与关爱。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我们的

一些干预措施与建议。 

6. 针对研究生自杀意念现状给出的干预措施与建议 

研究生作为新世纪的高层次人才，它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很多学者已经基于自身相应的研究而对研究生群体的自杀问题提出了许多的意见愚建议，然而目前

我国高校仍然普遍存在着针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不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专业性不强、

导师重科研而轻心理健康教育等问题。就此，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改变自杀态度，预防

自杀行为，本文在此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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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健全针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制度设计 

各高校应该高度重视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积极发挥自身的主阵地作用，营造关爱每名学生

心理健康的良好校园氛围。这其中，特别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建立完善的自杀风险评估和教育考核

机制，定期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普查工作；二、高效合理地进行研究生自杀风险评估，对有可能产生自

杀意念的学生进行早期的干预；三、制订关于相应问题的科学有效的心理指导框架，构建多元协作的校

内支持网络(李素敏，米志旭，2022)；四、将心理健康工作纳入导师考核，积极促进师生之间良好关系的

构建等等。总而言之，在应对研究生自杀问题这一事情上，高校老师和相关人士必须要发挥先锋作用，

努力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积极向上的时代新青年。 

6.2. 发挥导师的引导作用 

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阶段有了一对一的导师与学生，如此，导师便成为了研究生日常生活和学习

接触最频繁的人。因此，在研究生自杀危机干预工作中，导师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研究生群体的

压力大部分来自于生活与学习两方面，导师作为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第一负责人应该时刻关注学生的动向，

有意识地缓解各种不利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除了对学生的学业指导之外，导师在生活中也

应该对学生给予关注与关爱，尽力回答学生私下提出的关于心理方面的诸多困惑，使其情绪调节能力得

到增强，以便有效地降低学生的自杀意念水平，从而防范自杀行为的发生。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而又深远持久的，作为研究生学习阶段接触最多、最信任的人，导师要充分发挥好自身的榜样示范

作用和社会支持作用(曲杰娟等，2022)，用积极乐观的心理和勤劳刻苦的态度影响和改变学生，使之走向

正轨。 

6.3. 运用多个途径大力科普心理健康相关知识 

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课程的开设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则相对较少且形式较为单一。

为此，加强针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的教师团队建设及相应课程的开设就很有必要了。自杀意念的出现并

非一定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高校若能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就能很大程度地避免悲剧的发生。因此，在普

查工作结束之后，高校应该及时进行回访，最大可能地降低研究生群体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同时，针对

研究生相关心理学知识匮乏的现状，各高校也可以通过开设生命健康公共课，举办心理情景剧比赛等形

式加深学生相关方面的知识素养。平时也可以通过现有的广播、视频、公众号等媒介对学生进行心理健

康相关知识的科普，提高学生应对压力的能力。 

6.4.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自杀风险干预平台 

对于研究生自杀这一问题，仅仅是有学校的参与仍然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建立涉及家庭、政府、

社会等多方的自杀风险干预平台，让学生充分了解什么是心理健康、心理不健康以及心理变态，学习如

何正确面对自己的不良情绪。现如今，大部分高校都设有自己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可以很好地对研究

生的心理进行筛查、监测、咨询和干预。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学校还必须以自身为主导，搭建起针

对研究生的自杀风险干预平台，完善运行机制。同时，家庭、政府、社会积极参与，依托平台对研究生

开展系统的自杀干预、个性化指导和针对性帮助。社会支持能有效转变研究生的消极应对方式和自杀肯

定态度，降低自杀风险(胡慧敏等，2020)。 

7.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我国研究生人数的进一步增加，全国研究生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 237.10 万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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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研究生群体的心理问题也愈发严重，自杀等校园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自杀意念作为形成于自杀

行为之前的具有一定预测作用的一种心理评价机制，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研究中所关注的重要因素。多项

研究表明，心理压力乃是个体自杀意念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生群体固然已经具备了一定成熟的心

理素质，甚至于当个体面对自身所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时，很大一部分的研究生都可以有效消除心理压

力导致的消极影响，化压力为动力，然而，仍然有部分研究生摆脱不了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

自杀意念的产生。为此，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对他们共同的关心与爱护。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影响

个体的心理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因此，我们对于自杀意念发生率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一特定的范式

当中，必然要走向能够更加精准和普遍地反映研究对象心理状况的多种模式中，唯有如此，才能为高校

对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更多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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