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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采用

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心理危机干预量表对26,921名山东省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不同性别、学历层

次和年级的学生在抑郁和“空心病”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父母的婚姻状况、是否有留守经历和社会支

持系统与大学生的抑郁和“空心病”之间均有显著正相关。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的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但仍有近两成的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困扰，高校教育工作者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针对

学生的抑郁、“空心病”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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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carrying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used a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26,921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using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Sca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depression and “hollow heart disease”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educational 
levels, and grad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marital status, 
whether they have left behind experiences, and social support systems and depression and “hol-
low heart disea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is good, but nearly 20% of them still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College educator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students, and pro-
vide targeted assistance and intervention for students’ depression, “hollow heart disease”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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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征程。学生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直接影响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随着社会节奏的日益加速，大学生也面临各种压力，

容易出现心理困扰。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2025 年)》中提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对于

实现心理育人，落实教育“五位一体”至关重要。 
抑郁是大学生的常见心理问题之一，存在抑郁倾向的大学生往往在学习、人际交往、睡眠、饮食等

方面存在一定障碍。《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

体良好，但仍有 18.5%的大学生有抑郁倾向，8.4%的大学生有焦虑倾向(傅小兰，张侃，2021)。以往研究

也发现，抑郁是导致非自杀性自伤(黄小兰等，2023)、自杀意念(吴正慧，赵占锋，李功平，2023)、暴力

行为(余青云等，2021)等产生的直接因素，探究降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因素对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心理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016 年，徐凯文教授在针对大学生的调查研究中首次提出“空心病”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大学生厌

恶学习、生命意义感匮乏的现象。调查研究发现，患有“空心病”的大学生往往“找不到自己的真正所

求，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有着强烈的自杀意愿”。李世豪等人(2023)对 6 所高校的

413 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有 79.13%的学生对“空心病”及其表现并不了解，以“孤独感”作为空心病

的指标进行调查时发现，85.15%的学生曾有强烈的孤独感，46.78%的学生没有明确的个人爱好。由此可

见，大学生的“空心病”发展情况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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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情景论(张文新，陈光辉，2009)提出，个体的发展是通过发展中的个体与其所处情境间的持续交

互作用实现的，个体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本质上是或然渐成性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其所处的家庭环

境、社会人际环境及其变化情况等密切相关。以往研究发现，父母离异或再婚的初中生，其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检出率显著高于父母婚姻正常的初中生(陈贻承，谢晓钿，聂雅婷，2022)，有留守经历的儿童，其

SCL-90 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惠萱子等，2023)，自述没有朋友的初中生比有朋友的初中生的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检出率显著更高(陈贻承，谢晓钿，聂雅婷，2022)，以上说明家庭环境、人际关系需要的满

足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将从大学生的父母婚姻状况、有无留守经历、社会支

持情况等方面入手，考察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因素。 
综合以上，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为更好地了解、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山东省济南市的某高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随机取样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面

向大学生和研究生发放问卷 26,921 份。其中大一 5992 人(25.52%)，大二 5924 人(25.23%)，大三 5624 人

(23.95%)，大四 5624 人(23.95%)，大五 317 人(1.35%)，研究生 3440 人(12.78%)。男生 16,733 人(62.16%)，
女生 10,188 人(37.84%)，所有被试在测评前均阅读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心理危机干预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由北京大学徐凯文博士团队依据

“心理危机树理论”编制而成(刘海骅，徐凯文，庄明科，2014)，主要用于测量当代大学生中出现的存在

感、意义感和价值观缺失等问题，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徐凯文，2014)。 
心理危机干预量表共包含固态、动态和“空心病”三个因子。固态因子用于统计学生的父母婚姻状

况、学生留守经历和社会支持等情况；动态因子用于测评学生的抑郁状态；“空心病”因子用于测评学

生中出现虚无感、存在意义感和价值观缺失的情况。 
心理危机干预量表测评结果共分为五个级别：“警戒”级别，表明被试目前心理健康状况很不稳定，

很可能有自杀倾向；“高危”级别，表明被试目前心理健康状况不稳定，有高度危险的倾向；“追踪”

级别，表明被试存在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困扰；“关注”级别，表明被试最近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

也可能此前经历过一些痛苦；“正常”级别，表明被试目前无严重心理危机或者情绪困扰，心理健康状

况良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1。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使用 t 检验、F 检验探究不同性别、学历层次、本科各

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使用相关检验探究大学生的父母婚姻状况、是否有留守经历与抑郁状态、

“空心病”状态之间的关系。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参加本次调研的学生数为 26,921 人，其中各预警级别人数及比例见表 1。由分析结果可知，参与测

评的学生中，有 68%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好，13.46%的学生存在一般性心理问题，23.27%的学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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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其中，可能存在严重心理问题(“追踪”级别)的学生占比 15.93%；可能存在潜在

心理危机(“高危”级别)的学生占比 1.79%；可能存在心理危机(“警戒”级别)的学生占比 0.82%。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scale 
表 1. 心理危机干预量表不同等级的分布情况 

心理健康级别 警戒 高危 追踪 关注 正常 

人数 222 481 4289 3623 18,306 

占总数的比例 0.82% 1.79% 15.93% 13.46% 68.00% 

3.2. 不同组别学生在心理危机干预量表的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学历层次、本科各年级学生在危机干预量表中的差异分析见表 2。由分析数据可以看出，

不同性别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贾茹雪，范文翼，2022)，男生的抑

郁水平显著高于女生(t = 4.457, p < 0.001)，男生的“空心病”水平显著高于女生(t = 17.320, p < 0.001)；不

同学历层次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本科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硕士生(t = 13.909, p < 
0.001)，本科生的“空心病”水平显著高于硕士生(t = 13.064, p < 0.05)；不同年级本科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存在显著差异(F = 32.603, p < 0.001; F = 68.195, p < 0.001)，经进一步事后检验分析，2021 级(大二)学生的

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其他年级学生的抑郁水平没有显著差异；2022 级(大一)学生的“空心

病”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其他年级的“空心病”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2.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udents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scale 
表 2. 不同组别学生在心理危机干预量表的差异分析 

组别 选项 人数 抑郁状态 “空心病”状态 

性别 

男 16,733 4.42 ± 7.290 28.03 ± 16.182 

女 10,188 4.05 ± 6.057 24.74 ± 14.465 

t  4.457*** 17.320*** 

学历层次 

本科 3340 4.71 ± 6.951 27.49 ± 15.461 

研究生 3340 2.62 ± 5.156 22.57 ± 15.055 

t  13.909*** 13.064* 

本科年级 

大一 5992 4.28 ± 5.885 24.58 ± 14.270 

大二 5924 5.42 ± 7.433 28.44 ± 13.321 

大三 5624 4.16 ± 7.121 28.13 ± 15.903 

大四 5624 4.28 ± 7.574 28.63 ± 16.645 

F  32.603*** 68.195*** 

事后检验  
2021 > 2019 
2021 > 2020 
2021 > 2022 

2019 > 2022 
2020 > 2022 
2021 > 202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父母婚姻状况、留守经历和社会支持情况与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分析 

根据心理危机干预量表的固态因子划分出“父母婚姻状况不良”、“有留守经历”和“缺乏社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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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三个维度，为进一步探究其与大学生的抑郁、“空心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研究表明，心理危机

干预量表的三个维度和大学生的抑郁、“空心病”之间均存在两两相关(p < 0.01)，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solid factor with depression and “hollow heart disease” in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固态因子的三个维度与大学生的抑郁和“空心病”的相关分析 

 父母婚姻 
状况不良 有留守经历 缺乏社会支持 抑郁状态得分 “空心病” 

状态得分 

父母婚姻状况不良 1     

有留守经历 0.301** 1    

缺乏社会支持 0.143** 0.226** 1   

抑郁状态得分 0.276** 0.369** 0.429** 1  

“空心病”得分 0.112** 0.150** 0.290** 0.473**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4.1. 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 

当代大学生近七成(占比 68.00%)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生活和学习状况良好，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一成以上(占比 13.46%)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压力或困扰，但仍处于心理正常范畴，能够自我调适；近两

成(占比 18.54%)的学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心理困扰，此类学生可能存在抑郁、“空心病”等情况，严重

者可能存在严重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需要重点关注。 

4.2. 不同类型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学生中男生的抑郁、“空心病”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男生要

承担更多的社会和家庭责任，更追求功成名就，压力和负担更大(魏晓波等，2017)。同时，面对日常的学

习和生活压力事件，男生的情感表达、心理成熟度等能力不如女生，心理弹性的动力和持续性更弱。 
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本科生。本科生的抑郁、“空心病”状态程度显著高于硕士生。本科生

受教育水平较研究生低，个人的心理知识储备和心理调节能力较弱。研究生学生拥有更丰富的生活经历，

同时接受了本科期间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本科生不同年级之间心理健康水平不同，本科生中 2021 级(大二)学生的抑郁水平较其他年级最高，

2022 级(大一)学生的“空心病”水平较其他年级最低。大二课程变多，学业压力变重，逐渐开始思考考

研、实习、恋爱等问题，心理状态易波动；大一学生面对大学的新环境比较有好奇感和新鲜感，生活和

学习更有目标和动力，随着年级的增长和学习的深入，学生对学校和课程的兴趣降低，大学生活趋于平

淡，容易出现无意义感、动机不强等“空心病”状态。 

4.3. 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系统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父母婚姻状况不良、曾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出现抑郁和“空心病”的可能性更高，当学生在原生家庭

方面社会支持较少时，遇到困难时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学业困扰、强迫行为等心理问题，有较强社会支

持的学生，抑郁和“空心病”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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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与对策 

5.1. 加强以价值观引领为核心的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构建适合不同阶段学生发展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健全全面的宣传

引导体系，依托“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日、“10·10”世界精神卫生日等时间节点，开展心理健康主

题教育活动。加强学生价值观引领，针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空心病”问题的现象，应重点加强理想信念

教育，积极发挥心理健康教育与课程思政、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作用。 

5.2. 强化学生需求导向的心理咨询服务 

健全心理咨询服务制度，通过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线上咨询等形式，面向学生提供系统、

专业、及时的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服务。坚持需求导向原则，从学生遇到的现实困难或不适入手，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自身情况，积极思考，努力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从而促进学生心理成长。根据不同群体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开展针对性帮扶，进行科学的干预和引导。 

5.3. 构建校院两级联动的心理危机预防工作体系 

加强校院两级联动，构建规范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进一步完善“学校–学院–班级–宿舍”四级

预警防控网络体系，重点关注学生家庭关系、社会支持情况、是否遭遇重大变故、重大挫折及出现明显

异常等情况，做到心理危机学生“早发现、早报告、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切实提升心理育人和危

机预防工作实效。 

5.4. 推进多渠道多形式家校医协同合作 

家庭关系严重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高校应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及互

动关系。面向学生家长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家长会等，加强家校沟通，帮助家长了解和掌握孩子成长的

特点、规律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加强医校合作，高校应加强与所在地精神卫生中心等专科医疗机构

深入合作，畅通快速诊疗便捷通道，解决学生的就医困难和药物需求，切实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5.5. 健全特色化专业化心理教育保障机制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建设，打造标准化、特色化、网络化的服务空间。加强二级学院心理工作站

建设，探索二级学院心理工作运行机制，鼓励二级学院以开展成长辅导为主要内容，预防和干预学生心

理危机。构建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健全完善四级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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