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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依据生态系统理论，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以15,947名青少年(年龄 = 20.52 ± 1.72岁)为
研究对象，分析青少年体验到的师生关系和教师支持水平对抑郁、自杀意念的影响。结果显示：1) 青少

年抑郁和自杀意念在性别变量上差异显著，即男生相较于女生具有更高的抑郁程度和自杀意念检出率。

2) 师生关系、教师支持、抑郁和自杀意念两两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3) 师生关系、教师支持与青少年

抑郁具有显著相关性。师生关系对于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师生关系紧张程度越高，青

少年的抑郁程度也越高。而教师支持对于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教师支持水平越高，青

少年的抑郁程度越低。4) 师生关系、教师支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相关性。师生关系显著负向预

测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情况，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越高，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检出率越高。而教师支持显著

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情况，教师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检出率越低。研究探析了教育

环境中的师生关系和教师支持对青少年抑郁、自杀意念的影响，丰富了青少年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发展机

制相关理论，为有关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实践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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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system theory, this study utiliz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teacher support o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15,947 adolescents (mean age = 20.52 ± 1.72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ere sig-
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boys exhibiting higher levels 
of depression and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of suicidal ideation compared to girls.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teacher support,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3)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teacher suppor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
ciated with adolescent depressi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
dic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where higher levels of ten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we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levels of depression. Teacher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
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s higher levels of support were linked to lower levels of de-
pression. 4)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teacher support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suicidal ideati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suicidal idea-
tion negatively, as higher levels of ten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like-
lihood of detecting suicidal ideation. Teacher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suicidal ideation po-
sitively, with higher levels of support being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rate of detecting suicidal idea-
tion. It enriches the development theory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
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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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经历着青春期到成年早期的转变和过渡阶段，这也是个体发展、

身心成长、知识储备、健康素养培养的关键期。青少年群体的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且具有高危险性，一直

以来也是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心理学领域等各界所关注的重点话题和研究热点。在诸多的青少年心理

问题中，抑郁和自杀意念所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不仅会阻碍个体社会功能的正常发展，而且在其发生

后也会给个体及其家庭带来较大的疾病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这就使得调查和分析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因素以及发展机制显得尤为紧迫[1] [2]。依据 2023 年发布的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的报告，我国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其中，青少年的抑郁表现数据为 14.80%。相关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的抑郁可能

会增加他们在成年期患上相关精神疾病的风险[3]，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功能，并显著地增加了自杀行

为的发生率。此外，以往相关研究指出，自杀作为一种风险行为已经成为了 15~19 岁青少年群体死亡的

重要因素[4]，而自杀意念对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预警作用，可以将其作为预测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

的一项关键因素。此外，对自杀意念的识别和干预也有利于及时的对自杀行为的发生进行提前的防控。

因此，对自杀意念的探究也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1]。而以往的不同角度的相关研究研究结论均表明

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共病性[1]，基于此，本研究拟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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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究青少年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发展以及影响机制，并为有关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生态环境的概念，强调个体发展是其与周围环境相互影响下产生的结果。该

理论将生态环境描述成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

层次。对于早期的个体而言，家庭作为微观系统是与其关系最为紧密的且对个体影响最大。而随着个

体的持续成长，其活动范围也随之逐渐扩大，学校、同伴关系等逐渐融入到个体的微系统中，学校环

境也随之成为除家庭以外对于个体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国内外已有研究均指出学生的成长深受与关

键他人关系的影响[5]。在学校的生态环境以及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占据了关键的

位置并深刻的影响着青少年的发展[6]。教师和学生是学校教育过程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他们之

间的关系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教师展现出的非指导性行为、积极的关心、温馨、真挚

和尊重等，都是形成积极师生关系的核心要素，并且能够满足学生的亲近感、技能和独立思考的需求。

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不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学生抵御生活中的负性事件，还能够补偿因消极的亲

子关系所导致的情感方面的缺失，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的内化问题(例如孤独和抑郁)。当师生

关系发展良好时，学生会得到更多教师的鼓励和支持，在课内外活动的投入上也会更加的积极主动，

进而获得更多的正向的情绪体验，从而减少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产生。与此相反，如果师生之间

的关系未达到良好发展，关系疏离、紧张甚至对立冲突，可能会导致学生产生抵触和回避情绪，进而

其心理和情绪等问题无法被及时的发现和干预，进一步可能会使得学生产生孤独、隔离、抑郁和人际

交往困难等问题。当他人尤其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给予学生积极、正面的反馈(如认可和支持)时，他们

更可能形成良好的自我价值体验。反之，当缺乏充分的认可和支持甚至得到负面的反馈，可能会导致

学生产生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5]。另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不足会显著提高青少年的非自杀性伤害

行为，也就是说，当青少年认为他们能够利用的社会支持程度较低时，他们更有可能出现非自杀性的

自伤行为[7]。总体来说，在学校环境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教师行为等多个因素对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机制如何对青少年群体的抑郁、自杀意念等心理问题上产

生作用尚未得到验证。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宁波市某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师生关系、教师支持对

青少年抑郁、自杀意念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探究青少年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发展机制以丰富相关理论，并

为针对青少年群体心理问题的干预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宁波市某高校大学生，计划施测 16,189 名学生，剔除不认真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共回收了

15,947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8.5%。其中男生 10,299 人，占比 64.58%；女生 5648 人，占比

35.42%。平均年龄 20.52，SD = 1.72。 

2.2. 研究工具 

采用国内心理测评研发机构编制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作为测量工具，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是适用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评估的标准化量表[8]。本研究使用其中的师生关系、教师支持、

自杀和抑郁分量表对青少年的师生关系、教师支持水平、抑郁以及自杀意念进行测量。其中师生关系维

度为 6 点负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师生关系紧张程度越高；教师支持维度为 4 点正向计分，得分越高则

表明获得的教师支持水平越高；抑郁维度 10个采用 4点正向计分法，各题所得原始分经过换算得到总分，

总得分越高则考虑为抑郁程度越高；自杀维度为 2 点负向计分，得分越高则表示自杀检出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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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程序 

正式测试是以专业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或心理专职老师组织进行集体测试。施测前需要向参与者解

释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的性质以及测试数据的保密性，使参与者明确问卷测试的目的以减少其顾虑。

测试过程中参与者的座位依次间隔开以避免互相产生干扰，完成准备工作之后参与者依照问卷指导语的

提示独立完成答题。 

2.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 

3.1.1. 师生关系和教师支持的描述性统计及差异分析 
研究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中的师生关系维度和教师支持维度对青少年的师生关系状况以及

教师支持水平进行测查。师生关系维度为 6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师生关系紧张程度越高。教师支持维

度为 4 点计分，得分越高则表明获得的教师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师生关系和教师支持的总体情况

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表 1. 师生关系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N Min Max M ± SD 

师生关系 15,947 1 6 2.13 ± 1.113 

教师支持 15,947 1 4 3.18 ± 0.719 

 
将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师生关系状况和教师支持水平进行 t 检验，由表 2 可知：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师

生关系状况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男生相较于女生，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更高。而教师支持水平在性

别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Table 2. Test of differences in gender betwee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eacher support 
表 2. 师生关系和教师支持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性别 M ± SD t P 

师生关系 
男 2.15 ± 1.107 

4.409 0.000 
女 2.08 ± 1.121 

教师支持 
男 2.18 ± 0.724 

0.047 0.962 
女 3.18 ± 0.709 

注：P < 0.05 表示有显著差异。 

3.1.2. 青少年的整体抑郁状况 
研究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中的抑郁维度对青少年的抑郁状况进行测查，该维度包含 10 个题

目，采用 4 点计分法，各题所得原始分经过换算得到总分，总得分越高则考虑为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

中，青少年的抑郁情况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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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表 3. 青少年抑郁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N Min Max M ± SD 

抑郁 15,947 0 63 7.03 ± 7.104 

 
对不同性别学生在抑郁维度上的得分进行 t 检验，由表 4 可知：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抑郁维度上的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P < 0.05)，男生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女生。 
 

Table 4. Test of differences in depressive status on gender 
表 4. 抑郁状况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性别 M ± SD t P 

抑郁 
男 7.14 ± 7.260 

2.626 0.009 
女 6.84 ± 6.808 

注：P < 0.05 表示有显著差异。 

3.1.3. 自杀意念检出情况及差异分析 
研究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中的自杀维度对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进行测查，该维度为 2 点计分，

如果产生过自杀意念计 1 分，无自杀意念计 2 分。本研究中，青少年自杀意念检出人数为 357 人，总体

检出率为 2.24%。其中男生自杀意念检出人数 213人(占比 59.66%)，女生检出人数为 144人(占比 40.34%)。 
将不同性别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检出状况进行 t 检验，由表 5 可知：不同性别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检查

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男生相较于女生具有更高的自杀意念检出率。 
 

Table 5. Test of differences in suicidal ideation detection by gender 
表 5. 自杀意念检出情况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性别 自杀意念检出情况 t P 

自杀意念 
男 0.021 

2.245 0.025 
女 0.027 

注：P < 0.05 表示有显著差异。 
 

Table 6. Association test betwee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表 6. 师生关系与抑郁、自杀意念的相关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师生关系 1    

教师支持 −0.13** 1   

抑郁 0.029** −0.253** 1  

自杀意念 −0.057** 0.062** −0.184** 1 

注：1 为师生关系，2 为教师支持，3 为抑郁，4 为自杀意念。*P < 0.05，**P < 0.01，***P < 0.001。 

3.2. 师生关系和教师支持对青少年抑郁、自杀意念的影响 

将师生关系、教师支持与青少年抑郁、自杀意念分别进行相关性检验，由表 6 可知：师生关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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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支持与青少年抑郁、自杀意念均显著相关，其中师生关系与教师支持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 = −0.13, P < 
0.01)，与自杀意念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 = −0.057, P < 0.01)，与抑郁呈现显著的正相关(r = 0.279, P < 0.01)。
而教师支持与抑郁显著负相关(r = −0.253, P < 0.01)，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r = 0.062, P < 0.01)。抑郁和

自杀意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184, P < 0.01)。 

4. 讨论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成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关键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上的差异使得他们更有

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上的问题。在各种情绪问题的影响下，青少年有更高的风险性会面临自杀意

念、自杀行为等危机[1]。本研究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对青少年的师生关系、教师支持、抑郁和

自杀意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青少年的抑郁程度和自杀意念检出率在性别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从数据上来看，男生的抑郁程

度及自杀意念检出率均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已有研究表明，男孩相对于女生会表现

出更多的外化行为问题，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社会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待以及生理因素上的差异，社会

赋予男生的性别角色使得他们在面对负面生活事件时，更倾向于使用外显行为(例如攻击、自我伤害)
来应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受到性激素分泌的影响，男生相对于女生可能更具有攻击性。结合

家庭中父母对于不同性别子女教养方式上的差异，这些综合因素使青少年的抑郁、自杀意念等问题的

发生存在性别上的差异[6]。并且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抑郁程度越高自

杀意念检出率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有着高度的相

关性和共病性。 
师生关系与教师支持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教师支持水平越高师生关系的发展也相对越好，而师

生关系的良好发展也有利于学生群体获得更好的支持。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教师的支持性、

非指导性行为有助于形成积极良好的师生关系，而另一方面，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有助于青少年获得更多

的积极关注和支持。 
师生关系、教师支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相关性。师生关系对于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师生关系紧张程度越高，青少年的抑郁程度也越高。而教师支持对于青少年抑郁具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教师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的抑郁程度越低。 
师生关系、教师支持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相关性。师生关系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自杀意念

情况，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越高，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检出率越高。而教师支持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

杀意念情况，教师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检出率越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当青少年

获得的教师关注和支持，师生关系发展良好时，他们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进而减少青少年外化

心理问题和内化心理问题的发生。 

5. 结语 

本研究采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问卷探究青少年体验到的师生关系与教师支持对抑郁、自杀意念的

影响。发现青少年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师生关系、教师支持水平与青少年抑郁

及自杀意念显著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青少年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发生、发展和影响机制理论，也

为学校有关于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 
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研究的对象目前局限在宁波市某高校范围内，后期的研究可以扩

展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等，提高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以更加全面地探究青少年群体的心

理问题的发生、发展和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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