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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当前大学生心理服务的需求情况，通过收集3246大学生心理服务需求调查问卷，使用

SPSS.24.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当前大学生心理服务需求强烈；偏爱选择学校内的机构，学业问题

是主要心理问题，服务内容需求更加多元，期望心理健康课为必修课，偏爱采用新媒体获取心理相关

知识。研究提出通过提高心理健康服务水平，加强课程建设，充分利用新媒体等措施，满足学生心理

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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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ervice, this study collected 3246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ervice demand questionnaires and analyzed with SPSS. 24.0 soft-
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ervice demand is strong; 
they prefer to choose the service in school; the demand for service content is more diversified; 
academic problems are the mai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 students agree that mental health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and acquire relevant knowledge through new media. Some sugges-
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service level, enhancing the charm of the course, 
making full use of new media and carrying out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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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人的行为产生的动机源泉，人的行为受制于人的心理需要[1]。大学生心理服务需

求是大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对某些心理服务项目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近年来，国家对大学

生的心理服务需求十分关注，早在 2011 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中
发[2004] 16 号)文件中就提出“高校应充分发挥广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满足学生自

我成长的心理需要，充分调动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积极性、主动性”。2018 年《高等

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 41 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要“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加

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规范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需求”。从以上国家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十分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由此可

见，只有注重考虑学生的心理服务需求，并深入挖掘心理服务内在的教育意义，才能使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具有时效性、针对性[2]，此外，充分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现状和需求特点，也是提升高校

心理健康服务质量的前提条件[3]。因此，以大学生需求为导向建立心理服务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

实性。基于此，本研究选取 D 大学部分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

需求情况进行详细探讨，从而为了解当前大学生心理服务需求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选取 D 大学在校大学生 3300 人，于 2020 年 6 月份发放 3300 份问卷，回收并取得

有效问卷 3246 份(有效率 94.4%)，其中男生 1941 人(占 59.80%)、女生 1305 人(占 40.20%)；基中大一 1150
人(占 35.43%)、大二 711 人(占 21.90%)、大三 708 人(占(21.81%)、大四 677 人(占 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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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整理了大量关于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相关文献，在听取心理专业人士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师的

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包含 15 个项目的大学生心理服务需求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

口统计学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级等人口学信息；第二部分是心理服务需求情况调查。 

3. 大学生心理服务需求现状 

3.1. 学生心理服务需求强烈 

在调查中，关于是否需要心理服务，选择“需要”的占 74.38%，选择“不确定”的占 16.35%，选择

“不需要”的占 9.27%；不同性别的学生对心理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其中女生选择“需

要”的占 76.42%，男生选择“需要”的占 72.17%，女生对心理服务需求高于男生；调查发现不同年级学

生对心理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从高到低依次为：大一、大四、大三、大二。可以看出学

生对心理服务需求整体上较为强烈，并呈现出女生需求于男生，新生和毕业生高于其它年级的特点。 

3.2. 偏爱选择学校内的机构 

在遇到心理困扰时，学生选择愿意求助的机构中，选择到“学校心理中心”的占 47.50%；选择到“本

学院咨询室”占 19.90%；两项累计的百分比为 67.41%。选择到“医院心理科”占 20.89%；到“社会心

理咨询公司”占 7.89%；到“精神卫生机构”占 3.82%。结果说明，学生有心理困惑苦恼时，大部分学生

主要选择校内咨询机构，如“学校心理中心”和“本学院咨询室”，少部分学生会选择到校外相关机构

寻求帮助。 

3.3. 服务内容需求更加多元 

关于学生需要的心理服务的主要内容，调查显示排第一位的是“个体心理咨询”占 86.76%，第二位

是“心理危机干预”占 77.26%，第三位的是“团体心理咨询”占 71.75%，第四位的是“心理健康测试”

占 63.86%，第五位的是“心理健康课程”占 55.91%，第六位的是“学生心理社团”占 49.35%，第七位

的是“心理健康讲座”占 46.30%，第八位的是“心理教育活动”占 43.30%，详见表 1。此结果说明，学

生对心理服务需求较为多元，其中个体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团体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测试、心理

健康课程。 
 

Table 1. Psychological service content 
表 1. 心理服务内容情况 

类 别 需要 不需要 

个体心理咨询 86.76% 13.24% 

团体心理咨询 71.75% 28.25% 

心理健康课程 55.91% 44.09% 

心理健康讲座 46.30% 53.70% 

学生心理社团 49.35% 50.65% 

心理健康测试 63.86% 36.14% 

心理危机干预 77.26% 22.74% 

心理教育活动 43.30% 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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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学业问题是主要心理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中，排第一位的学业问题(占 25.68%)，其它需要解决的心理

问题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职业选择(占 19.79%)、人际问题(占 19.21%)、恋爱困扰(占 10.68%)、经

济压力(占 9.83%)、网络成瘾(占 6.23%)、性心理(占 5.49%)、其它(占 3.07%)。可以看出“学业问题”是

学生在大学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而“职业选择”、“人际问题”、“恋爱困扰”和“经济压力”四类

问题所占的比例也较高。 

3.5. 认同心理健康课为必修课 

心理健康课是学生在大学学习心理健康知识，获得心理调适技能的重要好渠道，本次调查中 94.5%
的学生认为开设心理健康课是非常必要的；关于心理健康课的类型，85.63%的学生认为应为必修课，14.47%
的学生认为可以是选修课，可以看出学生们总体上认为开设心理健康课是有必要的，较大比例的学生赞

同将心理健康课设置为必修课。 

3.6. 通过新媒体获取相关知识 

关于大学生通过何种渠道及途径获取心理健康知识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微信(36.29%)、微博(15.39%)、
图书(13.48%)、心理网站(10.61%)、电视(7.05%)、宣传(4.51%)、报纸(4.07%)、纸制活页(3.09%)、广播(2.94%)、
其它(2.58%)。这个调查结果说明当前新媒体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科普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

微信和微博在心理健康知识科普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4. 提升大学生心理服务的对策 

4.1. 加强基础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学生的心理健康属于个人隐私问题，高校心理咨询对硬件环境有特殊要求，要求服务场所相对固定，

营造相对安静的服务环境，有利于保护来访学生隐私，室内环境要高雅舒适。由于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校

内机构，高校应做好学校心理咨询机构的硬件建设，提供充足的个体咨询室、团体咨询室等场地，配备

相应的办公用品、测量工具、书籍资料和仪器设备。高校还要设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确保

心理健康教育日常工作需要。配备充足的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加强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培训，通过聘任兼

职心理咨询师，设立学院心理负责人等，建立包括专职、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团队。要建立、健全

专兼职心理教师的准入、培训、交流、研究、督导等机制，促进心理咨询师的学习与成长。 

4.2. 做好课程建设，增强课程质量 

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首先，要建立适应不同层次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心理

健康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确保学生在学校普遍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其次，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在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基础上，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开展教学活

动。再次，建立集体备课制度、跟踪反馈制度和教学效果调查评估制度，采用案例教学、澄清引导、对

话交流、情感体验、团体学习、咨询辅导、情景模拟等教育方法，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趣味性

[4]。 

4.3. 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科普教育 

当前的大学生是伴随着网络长大的一代，随着 4G 网络的发展，微信、微博成为当下最有影响力的

新媒体。调查中也显示新媒体已经是学生获取心理健康知识的主要渠道，高校应重视新媒体的建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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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新媒体上的投入，为大学生提供便利的心理健康教育平台。一方面可以开设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

进行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另一方面加强线上咨询辅导建设，为学生心理咨询提供多种选择。此外学校应

定期开展全校性心理健康校园活动，举办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开展团体辅导，支持社团开展心理健

康知识普及活动，充分发挥学校、学部(学院)两级团学骨干作用，实现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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