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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新冠疫情前后重庆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开展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选取2018年10月~2021年10月重庆市某高校四届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普测中的《症状自

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数据。结果：疫情前后大一新生SCL90各因子分及总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P < 0.001)，疫情前各因子分及总分均比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高。疫情前后大一新生心理

健康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2 = 49.088, P < 0.001)，疫情前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率(93.0%)低于疫

情防控常态化时期(95.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疫情防控常态化(OR = 1.481, 95% CI = 
1.309~1.675)是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的保护因素。结论：大一新生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心理健康整

体状况比疫情前好；高校应该结合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具体情况，为大一新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

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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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rvey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reshmen in Chongqing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epidemic,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freshmen. Methods: Using cluster 
sampling, we selected the data of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from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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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freshmen in four grades of a university in Chongqing from October 2018 to October 2021. Re-
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SCL90 factors and total scores of fresh-
men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epidemic (both P < 0.001), the scores of SCL90 factors and total 
scores before COVID-19 epidemic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ental health pass rate of 
freshmen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epidemic (R2 = 49.088, P < 0.001), the mental health pass rate 
before COVID-19 epidemic 93.0% was lower than 95.4% in the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gular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R = 1.481, 95% CI = 1.309~1.675) were protective factors of the quali-
fied mental health of freshmen.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reshmen in the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better than before COVID-19 epidem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arry out target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freshmen in the light of the 
regular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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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严重危及人类生命和安全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爆发，我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隔

离管控措施，青少年由线下教学转为居家隔离线上教学，学习和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会对其

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刘佳佳等，2021；刘玉娟，2020)。2020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后疫情时

代”，指出通过中国政府和群众的努力，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国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大

一是大学生发展的关键性一年，容易出现入学适应不良问题(符丹，2016；张晓京等，2020)，了解其疫

情影响下的心理健康状况，对维护期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在新冠疫情爆发期，大学生在疫情冲击和隔

离防控措施影响下，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于正常时期，负性情绪发生率明显上升(马骊等，2020；昌敬惠

等，2020)。那么，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本研究对疫情前后

(2018~2021 年)重庆市某高校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希望为提高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有效性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重庆市某高校 2018~2021 年四届大一新生 19,340 名。 

2.2. 方法 

2.2.1. 抽样方法 
通过重庆市某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测系统，采用整群抽样，抽取 2018~2021 年所有大一新生的

SCL90 普测数据，被试均于当年入学后的 10 月份内参加学校组织的新生心理普测。心理普测在实施前获

得所有新生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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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调查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汪向东等，1999)，共 90 个题目，包括躯体化、强

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其他 10 个维度，采用 5 级计分，

为“没有、轻度、中度、相当重、严重”分别计“1、2、3、4、5”分，因子分为每一因子的题目总分除

以题目数，总分为所有题目分之和，各因子分及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因子症状及心理健康状况越差。根

据 SCL90 总分平均分将心理健康分为三组：健康(<1.5 分)，一般(1.5~2.0 分)，不合格(>2.0 分)，合格 = 健
康 + 一般(王晗宁，王晴，2022)。本研究中量表的各因子分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52、0.846、0.848、0.896、
0.853、0.786、0.775、0.757、0.817、0.700，总分一致性系数为 0.975。根据新冠疫情防控情况和学生完

成心理普测的时间，将 2018 和 2019 级编码为“疫情前”(赋值 1)，2020 和 2021 级为编码为“疫情防控

常态化”(赋值 2)。 

2.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进行数据分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心理健康状况，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及方差分析了解

不同特征大一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特征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疫情对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的影响。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19,340 名大学生中，女生 10,649 人(55.1%)，男生 8691 人(44.9%)；文科生 6026 人(31.2%)，理科生

10,211 人(52.8%)，艺体生 3103 人(16.0%)；2018 年新生 4523 人(23.4%)，2019 年新生 4766 人(24.6%)，
2020 年新生 4969 人(25.7%)，2021 年新生 5082 人(26.3%)；平均年龄(20.50 ± 0.97)。 

3.2. 不同特征大一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对不同特征大一新生的 SCL90 因子分及总分进行差异分析。结果

显示，不同性别新生各因子分及总分差异极其显著(均 P < 0.001)，女生 9 个因子分及总分均明显比男生

高；不同专业新生各因子分及总分差异极其显著(均 P < 0.001)，艺体学生躯体化因子分比文、理科学生

高，文科学生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分及总分比理科及艺体学生

高，文科、艺体学生敌对、偏执因子得分比理科学生高；疫情前后新生各因子分及总分差异极其显著(均
P < 0.001)，疫情前新生各因子分及总分均比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生高。见表 1。 
 

Table 1.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reshmen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表 1. 不同特征大一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总分 

性别 

女 1.23 ± 0.32 1.71 ± 0.49 1.48 ± 0.49 1.42 ± 0.47 1.40 ± 0.42 1.33 ± 0.41 1.35 ± 0.42 1.32 ± 0.41 1.34 ± 0.39 125.48 ± 32.89 

男 1.17 ± 0.27 1.59 ± 0.49 1.39 ± 0.45 1.29 ± 0.40 1.28 ± 0.37 1.26 ± 0.38 1.20 ± 0.33 1.28 ± 0.39 1.28 ± 0.38 117.80 ± 29.93 

T 12.081 15.262 11.758 18.531 19.799 11.229 25.761 5.736 9.782 16.782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专业 

文科 1.21 ± 0.30 1.71 ± 0.50 1.48 ± 0.49 1.41 ± 0.46 1.40 ± 0.42 1.32 ± 0.40 1.33 ± 0.41 1.33 ± 0.40 1.35 ± 0.39 125.31 ± 32.37 

理科 1.17 ± 0.28 1.63 ± 0.49 1.42 ± 0.46 1.32 ± 0.42 1.31 ± 0.37 1.27 ± 0.38 1.25 ± 0.37 1.29 ± 0.39 1.30 ± 0.38 119.74 ±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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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艺体 1.26 ± 0.35 1.64 ± 0.52 1.42 ± 0.49 1.38 ± 0.47 1.34 ± 0.45 1.32 ± 0.44 1.28 ± 0.41 1.32 ± 0.43 1.31 ± 0.47 123.19 ± 34.76 

F 104.141 48.505 33.401 70.744 81.426 36.533 79.336 21.989 21.653 60.80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疫情前后 

1 1.23 ± 0.32 1.72 ± 0.51 1.45 ± 0.49 1.41 ± 0.46 1.39 ± 0.42 1.34 ± 0.42 1.30 ± 0.41 1.35 ± 0.42 1.36 ± 0.41 125.36 ± 33.12 

2 1.17 ± 0.28 1.60 ± 0.48 1.42 ± 0.46 1.32 ± 0.42 1.30 ± 0.38 1.26 ± 0.37 1.26 ± 0.38 1.26 ± 0.37 1.28 ± 0.37 118.94 ± 30.26 

T 12.028 15.971 4.049 12.588 15.041 14.022 6.854 15.349 13.998 14.06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备注：“1”代表“疫情前 2018~2019 年”，“2”代表“疫情防控常态化 2020~2021 年”。 

3.3. 不同特征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率的比较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专业、年份的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率差异均极其显著(均 P < 0.001)，
男生(95.5%)明显高于女生(93.2%)，理科生(95.1%)明显高于文科、艺体学生(93.1%、93.4%)，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新生(95.4%)明显高于疫情前的新生(93.0%)。见表 2。 
 
Table 2. Difference of qualified rate of mental health of freshmen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表 2. 不同特征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率的差异 

 人数 n (%) 
心理健康 

R2 P 
合格 n (%) 不合格 n (%) 

性别    

45.747 0.000 女 10,649 (55.1) 9926 (93.2) 723 (6.8) 

男 8691 (44.9) 8299 (95.5) 392 (4.5) 

专业    

33.072 0.000 
文科 6026 (31.2) 5612 (93.1) 414 (6.9) 

理科 10,211 (52.8) 9715 (95.1) 496 (4.9) 

艺体 3103 (16.0) 2898 (93.4) 205 (6.6) 

疫情前后    

49.088 0.000 疫情前 9289 (48.0) 8640 (93.0) 649 (7.0) 

疫情防控常态化 10,051 (52.0) 9585 (95.4) 466 (4.6) 

3.4. 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与疫情关系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性别(1 = 女，2 = 男)、专业(1 = 文科，2 = 理科，3 = 艺体)、疫情前后(1 = 疫情前，2 = 疫情防

控常态化)为自变量，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情况为因变量(0 = 不合格，1 = 合格)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专业的情况下，疫情防控常态化(OR = 1.481, 95% CI = 1.309~1.675)
是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的保护因素。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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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eligibility of freshmen and epidemic situation 
表 3. 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与疫情关系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参照组 β SE Wald χ2值 P 值 OR 值 95% CI 

男 女 0.345 0.069 24.988 0.000 1.411 1.233~1.615 

理科 文科 0.190 0.074 6.682 0.010 1.210 1.047~1.397 

艺体  −0.052 0.090 0.329 0.566 0.950 0.796~1.133 

疫情防控常态化 疫情前 0.393 0.063 38.935 0.000 1.481 1.309~1.675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大一新生中，男生 SCL90 各因子得分及总分均比女生低，且心理健康合格率均比女

生高，说明男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比女生好；文科学生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

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及总分比理科、艺体学生高，文科、艺体学生敌对、偏执因子得分比理科学生高，

艺体学生躯体化因子得分比理科生高，而理科生的心理健康合格率比文科和艺体学生高，说明理科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整体比文科和艺体专业学生好。可见，高校在开展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时应该结合不

同性别、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特点，在开展普适性教育的同时，结合不同群体特点实施针对性的

教育。 
方差分析显示，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大一新生 SCL90 各因子分及总分得分均明显比疫情前低；

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大一新生心理健康合格率比疫情前高，这些结果说明，

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比疫情前好，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奥登等，2020；张本钰等，2020)。那

么，为什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疫情爆发前好呢？这可能和以下原因有

关。 
第一，疫情爆发期，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度和教育力度加大，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心理

健康的负性影响。1) 政府层面，各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出台相关政策、指导文件及建议等，有效推进疫情

防控期间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自 2019 年 12 月~2021 年 9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

教育部等先后引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2019)；《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2020)；《关于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教育部，2021a)；《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2021 年修订版)》(教育部，

2021b)，地方教委颁布《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十条措施》(重庆市教育委员会，2021)，督促中小学、

高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同时，各级妇联、卫计委、家庭教育学会等部门、单位通过微信公众

号、电视、电话等线上途径持续推出了公益课堂、短视频、援助热线等心理健康公益服务(中国妇女报，

2020a)，指导民众开展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维护，有效缓解了家长和子女的负性情绪、改善了亲子关系(中
国妇女报，2020b)。2) 学校层面，高度重视学生居家学习期间的心理健康维护，通过网络途径、采取多

种措施加强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张婕等，2021)，有效缓解了学生的心理困扰和问题，提高了学

生抗疫积极性。3) 家庭层面，疫情使家长和孩子有了同一屋檐下最长久的陪伴，正是家长改进家庭教育、

改善亲子关系的契机(王颖，2020)。家长在社会和学校的引导下，在调适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同时，关注

子女心理健康维护，重视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培养子女的生活自理能力，引导子女及时了解疫情防控

科学认识、积极面对疫情，降低子女发生负性情绪、问题行为等的发生率，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期及防控常态化阶段采取的有效防控措施，增强了大一新生的国家认同、

社会支持感和安全感(贾永堂等，2021；龚顺，叶茂鑫，2021)。大一新生分批次、有序完成疫苗接种，通

过多种途径了解抗疫的正面、积极信息，这有助于增强其国家信任感和民族自豪感，提高其社会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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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新生在疫情冲击下感受到自己是安全的；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各项防疫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新

生的心理状况也渐趋平稳，疫情带来的负性情绪、问题行为等也逐渐淡化(昌敬惠等，2020；奥登等，2020)。 
第三，随着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大一新生面对疫情从应激反应阶段进入积极应对阶段。研究指出，

疫情爆发初期，生活、工作和学习上的巨大转变导致人们容易产生应激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创伤后

应激障碍；但在抗疫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积极变化，实现创伤后成长(甄瑞等，2021)。大一新生从祖国

的抗疫措施和疫情防控成效中获取了安全感和控制感，从社会、学校、家庭中获得了积极支持，这会使

他们采用积极策略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廖文娜等，2022)。 

5. 结论 

综上所述，大一新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心理健康整体状况比疫情爆发前好，这和政府、学校、

家庭高度重视其心理健康教育、采取多种举措加强心理健康维护有关。高校应该结合新冠疫情防控情况，

开展有针对性的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教育：1) 通过心理普测、辅导员谈心谈话、舆情监控等途径动态掌握

新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及时为问题学生提供心理援助；完善心理线上服务工作，为学生提

供疫情突发封闭情况下的线上心理援助；2) 加强新生入学适应教育，从环境、人际关系、学习适应等方

面引导学生尽快适应从高中向大学的转变；在适应教育中，要加强寝室人际关系、线上学习、心理调适

策略等内容的辅导，使新生能够积极应对疫情防控中的各种变化；3) 面对新生持续开展新冠疫情健康知

识教育，加强抗疫正面信息的宣传和学习，引导新生科学认知新冠疫情，增强战役信心，积极地应对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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