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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安全感作为近年来心理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心理名词，它是指个体可能发生在自身的危险情况的预

期，或对于自身实行某一行为时基于是否安全的思考。本文结合近五年来关于心理安全感与新冠疫情、

欺凌行为、留守儿童的关系研究，总结出了影响心理安全感的因素，同时提出对于青少年心理工作者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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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s a psychological term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n recent years, refers to the 
expectation of a dangerous situation that may happen to an individual, or the thinking of whether 
it is safe for an individual to perform a certain a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COVID-19 epidemic, bullying behavior,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puts forward enlightenment for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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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心理发展 

1.1. 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现状 

青少年期是个体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处于这个时期的个体，生理成熟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

其心理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在智力发展、情感和意志表现、个性及言语表现上，都有其独特的发展特征。 
(1) 认知能力发展：由于青少年时期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教学活动向学习者所提的要求有了质的变

化，加上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得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言语都有了新的发展。 
(2) 高度发展的概括化观察力：概括化是观察力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儿童由于抽象思维能力差，

所以其观察能力虽然是敏锐的，但缺乏概括性，观察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青少年则不同，他们可以

利用日益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组织、调节和指导观察活动，以提高观察的概括性。 
(3) 获得成熟的记忆力：与儿童期相比，青少年的记忆力达到一个空前成熟阶段。意义识记代替机械

识记而成为识记的主要手段；识记的目的性增强，有意识记超过无意识记而居于支配地位；进入了记忆

最佳时期。 
(4) 形成理论型的抽象思维能力：从思维类型上看，少年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主要是经验型的，在一

定程度上仍需具体形象的支持，理论思维发展得不是很好。到了 17、18 岁之后，其抽象逻辑思维由经验

型水平急剧向理论型水平转化，理论型的抽象逻辑思维成为一种成熟的思维形式，并导致辩证思维的发

展。使青少年有可能形成极其活跃的创造性思维。 

1.2. 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社会重要性 

青少年是人生中一个特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快速成长，长知识、长体力，因此

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健康标准是，人不但要有身体健康，还要有心理的健康，

加上适应社会良好的状态才算健康。因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帮助青少年更好适应社会的重要条件，

在此条件下就可以更好地学习和工作，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青少年要有信心、有决心做出应该做的事情，明辨是非，去分析风险行为或者有问题的事情，然后

以勇敢和理智的精神去判断、承担任务。在社会竞争中，不是非要打败对方，而是以心理健康的知识来

扬长避短，进一步发展自己，因此，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在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 

1.3. 心理安全感对青少年的启示及其理论依据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青少年抑郁风险高于成人，抑郁风险呈低龄

化趋势。近年来，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患抑郁症的比率不断上升，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当务之

急。中学生正处于半独立半依赖、半成熟半幼稚的成长期，有特殊的心理矛盾，有成年人难以理解的困

惑与苦恼，中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更应该成为全社会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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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要课程化。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校要

面向专升本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校本课程，此外要加强心理健康教

师队伍建设，补充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2) 其次，要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检测。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

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3) 最后，要建好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能帮助高等院校辅导员、中学老师及时准

确地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特点及现状，有助于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针对性、也有助于高等院校辅

导员、中学老师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障碍与行为困扰，当然，建档时注意保护学生隐私，此外，学校要

强化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必要时可以向专家寻求帮助。 

2. 心理安全感 

2.1. 心理安全感的概念 

心理安全感是个体对于可能发生在自身的危险情况的预期，或对于自身实行某一行为时基于是否安

全的思考。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大类：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尊重、归属与爱的需要、认知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并将安全需要放在第一位，指出：

心理安全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
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 

2.2. 心理安全感的测量工具 

(1) S-I 问卷 
该问卷由马斯洛创建，他认为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

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经验总结而来，量表共 75 道题，包括了三个维度，分别是：尊重、归属和安全，量表

总分越高反映心理安全感越低，反之则总分越低反映心理安全感越高。 
(2) 安全感量表 
安全感量表由丛中(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安莉娟于 2003 年编制，量表在编制过程中借鉴并总结了

安全感的相关概念与资料。量表共由 16 道题题目组成，采用五点计分法，分为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

两个维度。 

3. 新冠疫情情况下的心理安全感 

3.1. 现状 

2019 年新冠疫情爆发给民众带来了一系列心理冲击，这种冲击在疫情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产生不同

形式的心理问题。也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恐慌。 
在吴文婷和陈莉(2021)的研究中指出，新冠疫情形势下，女性、年长者以及受教育程度处于专科以下

的民众心理安全感水平更低。同时，民众的心理安全感、负性情绪和认知在疫情不同时间段发生了变化，

具体体现在距离严重时期越近的时间点，民众的不安全感、负性情绪的体验感越强，说明危机灾难事件

产生了“涟漪效应”(涟漪效应是在描述一个事务造成的影响渐渐扩散的情形)。 
在郭胜忠和李红霞(2022)的研究中指出，疫情下高校制动和封闭管理期间，大学生线上学习投入与心

理安全感和积极地应对房市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心理安全感对积极应对方式和线上投入之间均存在显

著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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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也指出全校师生应全面做好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对于学生的宣传与普及，增强师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确保广大学生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去开展

学习与生活。 

3.2. 启示 

新冠疫情大环境下，大部分群体产生不同形式的消极心理体验，但究其本质是民众的心理安全感问

题。由于女性、年长者情绪易感力更强，面临更大被感染风险，以及对各种消息筛选不当，更容易造成

心理恐慌，导致心理安全感降低，大学生线上学习自律性低，无法积极应对突如其来的学习环境与学习

方式的变化。 
作为心理工作者面对疫情大环境，应积极对特殊群体进行心理疏导与干预，给予更多专注与支持。

帮助学生学会适应环境，寻找合理的处理方法，同时应该支持政府部门的干预措施，传播正确官方消息

引导舆论。避免消极的言论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对于个体应有正确的认知观念，提供足够的组织支持，

同时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心理韧性及心理耐挫力。 

4. 心理安全感与欺凌行为 

4.1. 概念 

当前，青少年群体中存在两种类型欺凌行为，校园欺凌与网络欺凌。网络欺凌指网民通过对未经证

实或已证实的网络事件的发帖、回帖或网络创作，是以伤害他人为目的使用通信技术有意的、反复针对

个体或团体的敌意行为。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等手段实施欺

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行为。两者都对学生的心理问题造成了极大的

影响。 

4.2. 青少年欺凌行为与心理安全感的关系 

校园欺凌事件属于个体危机事件，是青少年在学校人际关系中遭到拒绝或驱逐的状态。遭受欺凌的

青少年会产生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不信任感，认为他人是危险的、邪恶的，对他人表示怀疑、敌视态度，

心理安全感降低，同时影响正常人际交往与身心发展。 
杨鹏(2022)在研究中发现，青少年校园排斥负向影响社会支持，即遭受校园排斥越多，领悟的社会支

持越低，同时心理安全感也就越低。 
阮春红和姚若松(2019)的研究中提到网络受欺凌与抑郁呈正相关，与心理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呈显著

负相关；抑郁与心理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安全感与学校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 

4.3. 启示 

(1) 加强校园环境建设 
青少年主要活动场所便是家庭与学校，因此家庭环境与校园环境尤为重要。 
教育者应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以青少年道德教育，正确分辨与人相处真的正确行为与错误行为，

纠正错误观念，引导学生尊重他人，礼貌相处。组织相应的集体活动，提高群体凝聚力同时学会互帮互

助。引导学生遭受欺凌事件时，要敢于揭发与反抗。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做好家长与学校间相互沟通，

增加学生对学校老师的信任。 
在家庭生活中，家长要多与孩子沟通互动，教会青少年通过沟通交流来解决问题。要有足够的耐心

与包容心，正确看待孩子的错误，鼓励他们勇于改正，培养孩子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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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 
学校应建立学生预警系统。可以让任课老师、同学等担任“心理观察师”，负责及时觉察和记录学

生当下的情绪与心理问题，并及时提交给学校心理辅导老师。心理辅导老师根据记录分析学生心理问题，

并对问题学生进行干预。心理辅导老师平常也应与班主任、科任老师、学生家长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心

理状况。 
(3) 引导学生加强自我控制、情绪调节 
学校及心理工作者通过课堂活动、团体辅导及心理渗透等方式，约束青少年行为，提高少年的道德

意识。树立正确观念，让学生们明白以暴制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是一种情绪发泄方式。当自

身遭受欺凌行为时，首先应当冷静下来，缓和负性情绪，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等

自己平静下来之后，再理性的分析正确的处理方式。 
(4) 培养孩子的社交技能，避免孤立 
帮助孩子如何与他人建立和维护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这可以通过参加社交技能培训、加入社交组

织等方式来实现。 

5. 留守儿童的心理安全感 

5.1. 概述 

留守儿童作为特殊儿童群体，由于从小远离父母，亲人，未获得基本安全感，常常会因此影响他们

正常的人际交往，学习活动及社会活动等，因此留守儿童的心理安全感问题也是当前心理学较为关注的

一个问题。 
缪丽珺和黄子芹(2019)在她的研究中指出，留守儿童有更多的负性情绪和更可能出现人际关系困扰，

同时留守儿童负性情绪与心理安全感与留守儿童人际关系密切。 
同时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在日常挫折中感知到的恐惧，焦虑等情绪未得到及时安抚，负

性情绪长期累积，这种累积体现在人际交往上，人际安全感相应减少，个体更难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5.2. 启示 

心理工作者面对留守儿童群体应有更多的耐心与包容心，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引导多

参与集体活动与课余游戏，减轻心理压力。通过团体辅导引导其学会调节自身负性情绪，学会正确与他

人交往的技巧。改善人际关系，增强心理安全感，提高心理韧性，促进社会适应。 
心理安全感作为一个内在心理因素，它属于人的基本需要，它更多地与个体心理素质，生活经历，社

会环境等息息相关，一个高心理安全感的人，应更敢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会更理性应对危机事件，

而低心理安全感的人，往往人际，生活及学生也会受到影响。作为心理工作者，应帮助学生营造安全温暖

的学校氛围，建立心理预警系统，关注特殊群体心理安全，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及时发现需要帮助及心理

有问题的学生，防微杜渐，同时提高个体心理韧性，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培养坚强自立的品质。 
总之，心理的安全感对青少年心理的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国家和人民也越来越关注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教育问题，同样国家及各省教育部门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文件，提出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

唯有让青少年放松心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才能增加其心理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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