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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现状并探索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国民心理健康素养问卷，于2022年4月对陕西省107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运用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 1030名陕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均分

为(34.94 ± 10.63)，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回答正确率为58.22%。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资源

可获取性(β = 0.340, t = 12.132, P < 0.001)、间接求助经历(β = 0.065, t = 2.081, P = 0.038)、性别(β = 
−0.177, t = −6.138, P < 0.001)、生源所在地(β = 0.082, t = 2.758, P = 0.006)、专业类别(β = 0.082, t = 
3.614, P < 0.001)、专业求助经历(β = 0.053, t = 2.066, P < 0.001)、非专业求助经历(β = −0.057, t = 
−2.132, P = 0.029)等因素均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产生影响，能够解释其22.3%的变异量。结论：

陕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处于中偏低水平，学校层面应针对男生、农村生源大学生、体育类专业大学

生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干预，并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与自杀应对相关的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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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
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1074 college stu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in April 2022 
by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National 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
naire. t-test,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students was middle, with a mean score of 
34.94 ± 10.63 points and a correct response rate of 58.22%.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
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ccessibility to help resource (β = 0.340, t = 12.132, P < 0.001), indirect 
help-seeking experience(β = 0.065, t = 2.081, P = 0.038), gender (β = −0.177, t = −6.138, P < 0.001), 
family location (β = 0.082, t = 2.758, P = 0.006), academic directions (β = 0.082, t = 3.614, P < 
0.001), professional helping behavior (β = 0.053, t = 2.066, P < 0.001), unprofessional helping be-
havior (β = −0.057, t = −2.132, P = 0.029) had an impact on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which 
could explain 22.3% of the variation. Conclusions: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is at a medium and low level. Targeted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male students, rural stud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sports, and knowledge education 
related to suicide cop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al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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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和各级各类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新冠肺炎这一公

共卫生事件造成了许多人身心行为的改变，目前疫情防控也呈常态化趋势，此阶段个体心理行为表现也

不容忽视。研究发现，存在困扰或心理障碍的学生若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问题会在一定程度得到缓

解或康复。目前各类高校都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由专业的专兼职工

作人员为大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但多项调查(Hunt, 2014; 徐璐，全莉娟，2013；秦向荣，马莹，2014；
李凤兰等，2016)显示，大学生专业求助行为的发生率并不高。影响大学生专业求助行为的因素很多，如

心理健康知识的缺乏、心理疾病污名化、病耻感等，而这些因素均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素养有关。因此，

提升个体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行为是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服务部门的首要工作。

为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富有成效，必须先了解其现状及特点，基于此，本研究以江光荣等人(2020)所确

立的心理健康素养新结构为框架，以陕西省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了解其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分析影响

因素，以期为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供干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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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 2022 年 4 月抽取 5 所陕西省内的高校，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共发放问卷 1074 份，剔除用时较少和用时较多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1030 份，回收有效率为

95.90%，其中男生 570 人(55.3%)，女生 460 人(44.7%)；城市生源学生 320 人(31.1%)，城镇 185 人(18%)，
农村 525 人(51%)；大一年级 333 人(42.04%)，大二年级 306 人(29.7%)，大三年级 257 人(15.2%)，大四

年级 134 人(13.01%)；独生子女 330 人(32%)，非独生子女 700 人(68%)，理工类学生 678 人(65.8%)，文

艺类(包括文科类和艺术类学生) 163 人(15.83%)，体育类学生 189 人(18.3%)。 

2.2. 方法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专业类别、直接求助经历、间接求助经历、

资源可获取性。其中，直接求助经历则包括专业求助和非专业求助，分别由一个问题组成：是否因为心

理困扰寻求过专业心理咨询帮助？是否因为心理困扰寻求过非专业心理咨询帮助，选“是”得 1 分，“否”

得 0 分(纪骁纹，2013)。 
采用吴珏等人(2018)编制的国民心理卫生素养问卷，该问卷包括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心理疾病的

知识和观念、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应对心理疾病的行为、维护心理健康的行为、对待心理健康的态度，

共 6 个维度。其中 1~30 题采用 0、1 计分；31~60 题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越高。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统计分析软件，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两组以上比较采用 F 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检验其影响因素。 

3. 结果 

3.1.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现状 

从表 1 可以看出，大学生关于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观念的得分高于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和观念，

且关于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观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取值范围 0~1)。剩下的四个维度中，心理健康的态

度得分最高，其次是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然后是应对心理健康的行为，得分最低的是应对心理疾病的

行为，但四者均处于中等稍偏上水平(取值范围 1~5)。心理健康素养总分均值为(34.94 ± 10.63)，处于中偏

低水平，回答正确率为 58.2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various dimensions (n = 1030) 
表 1. 大学生在心理健康素养及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 = 1030) 

维度 Min Max m ± sd 回答正确率 

M1 0.00 1.00 0.58 ± 0.19 57.94% 

M2 0.00 1.00 0.74 ± 0.25 74.02% 

M3 2.14 5.00 3.71 ± 0.54 59.53% 

M4 2.17 5.00 3.78 ± 0.53 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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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M5 2.33 4.67 3.35 ± 0.38 46.38% 

M6 1.80 5.00 3.42 ± 0.53 48.82% 

MHT 0.00 0.93 0.58 ± 0.18 58.22% 

注 1：M1 为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和观念；M2 为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观念；M3 为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M4 为对

待心理健康的态度；M5 为应对心理疾病的行为；M6 为维护心理健康的行为；MHT 为心理健康素养；注 2：回答正

确率为指维度内各条目通过率的平均值。 

3.2. 不同组别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比较 

从表 2 可以看出，除了在是否独生及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在性别、生源地及专业类别上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 < 0.001)，农村大学生心理健康

素养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大学生低分(P < 0.05)，显著低于城镇大学生得分(P < 0.05)，但城市与城镇大学生

之间在心理健康素养上的得分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水平(P > 0.05)；体育类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显著

低于理工类大学生低于文科艺术类大学生，但理工类和文艺类大学生在心理健康素养得分上未达显著性

差异(P > 0.05)。 
 

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various dimens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表 2. 不同组别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及各维度的得分比较 

项目 组别 例数 m ± sd 统计量 P 值 

性别 
男 570 0.54 ± 0.19 

t = −7.593 <0.001 
女 460 0.63 ± 0.15 

是否独生 
独生 330 0.59 ± 0.18 

t = 1.304 0.193 
非独生 700 0.58 ± 0.17 

生源地 

城市 320 0.60 ± 0.18 

F = 5.269 0.005 城镇 185 0.61 ± 0.16 

农村 525 0.57 ± 0.18 

年级 

大一 333 0.57 ± 0.18 

F = 2.329 0.073 
大二 306 0.60 ± 0.17 

大三 257 0.59 ± 0.17 

大四 134 0.62 ± 0.17 

专业 

理工类 678 0.60 ± 0.16 

F = 24.002 <0.001 文艺类 163 0.60 ± 0.17 

体育类 189 0.50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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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间接求助经历、直接求助经历、和资源可获取性与心理健康素养的相关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与直接求助经历、间接求助经历和资源可获取性均存在显著

正相关(P < 0.001)。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elp seeking experience, direct help seeking experience,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mental 
health literacy 
表 3. 求助经历、直接求助经历、资源可获取性与心理健康素养的相关分析 

 间接求助经历 直接求助经历 资源可获取性 

心理健康素养 0.152*** 0.123*** 0.379*** 

注：***P < 0.001。 

3.4.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心理健康素养为因变量，将生源地、专业类别变量进行哑变量设置并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资源可获取性、间接求助经历、性别、生源地、专业类别、专业心理求助经历和非专业

求助经历等变量能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产生影响，可解释其 22.3%的变异量(见表 4)。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表 4.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素 B SE β t P 

常量 0.379 0.019  20.171  

资源可获取性 0.187 0.015 0.340 12.132  

间接求助经历 0.033 0.016 0.065 2.081  

性别：女(参照组)      

男 −0.063 0.010 −0.177 −6.138  

生源地：农村(参照组)      

城市 0.031 0.011 0.082 2.758  

城镇 0.026 0.013 0.056 1.901  

专业：体育类(参照组)      

理工类 0.076 0.013 0.204 5.809  

文艺类 0.046 0.017 0.094 2.610  

专业求助经历：是(参照组)      

否 −0.041 0.019 −0.068 −2.189  

非专业求助经历：否(参照)      

是 0.033 0.013 0.082 2.619  

注：R2 = 0.230，调整后 R2 = 0.223，F = 33.897，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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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总分为(34.94 ± 10.63)，低于我国居民心理健康素养得

分(35.81 ± 8.06)，处于中等稍低水平。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和观念的得分高于心理疾病的相关知识和观

念，这与杨钰立等(2021)对于中学生的调查结果一致，但两项得分均高于中学生，可能是因为相比较于中

学，目前各级各类高校都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且日常校园活动，如“325”、“525”活动

日、活动周或活动月也都围绕心理健康这一主题来展开，使得大学生对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储备较

多，而对于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获取的信息相对匮乏。另外四个维度中，对心理健康的态度得分最高，

其次是对心理疾病的态度得分，然后是应对心理健康的行为，得分最低的是应对心理疾病的行为，说明

大学生在应对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态度比较积极，但应对行为还有待促进。心理健康促进素养高于心

理疾病应对这与江光荣等(2021)研究结果一致。 
在与自杀有关的两个题目上回答正确率最低，仅为 15.9%和 8.2%虽略高于我国居民回答正确率

(13.3%和 4.3%), 但也同样说明陕西省大学生缺乏与自杀应对相关的知识储备。 

4.2. 陕西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4.2.1. 个人基本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生源地、专业类别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变量。其中，女生的

心理健康素养高于男生，这与杨钰立等(2021)对中学生的研究结论一致，也与孙斌(2021)、Furnham 等(2014)
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两性应对问题的方式不同有关，在面对困扰时女生较男生有着更高

的求助意向和更积极的求助态度，男生一般习惯于独自应对(Tay et al., 2018; Cotton et al., 2006)。生源地

方面，城市与城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这也与杨钰立等对中学生的研究

结论一致，可能是相对城市和城镇，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拥有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相对较少。 

4.2.2. 个人经历、资源环境 
本次研究表明，在影响心理健康素养的众多因素中，资源可获取性首先进入回归方程，其次是间接

求助经历，这也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有研究显示个人经验、接触史、社会文化环境、教育环境等对心

理健康素养也会有影响(Gibbons, 2015)。这说明拥有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如心理咨询中心机构的

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安排、专兼职的心理咨询师专业性、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的宣传、相关活动

的信息输出、个人直接的求助经验、他人的求助经历等，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学生自然而然获取了丰富

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方面的知识，有了端正的应对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态度和正确的应对行为。 
综上所述，学校层面应针对男生、农村生源大学生、体育类专业大学生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干预，同

时应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与自杀应对相关的知识教育，以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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