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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90年代初，团体心理辅导(简称团体辅导或团辅)这一心理辅导技术被引入我国，众多学者利用

这种心理辅导技术有针对性地结合我国大学生心理特点，在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本

文结合对前人研究的统计整理，从当前团体心理辅导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用现状以及研究方法，
主题和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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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referred to as group 
counseling or group assistanc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echn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many scholars have used thi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echnology to combine the psy-
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played a huge role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collation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college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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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research methods, themes and 
programs, and puts forward the thinking and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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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团体心理辅导是在团体情景下进行的一种心理辅导形式，是针对有共同心理需要的同质性群体，通

过团体成员间的相互分享、支持、互动、认识并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樊富珉，1996)。这是一种可以对被

辅导者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发现并自我实现的过程(邢秀茶，曹雪梅，2003)。目前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研究

对象主要集中于学生群体以及部分特殊人群，特别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当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2. 大学生心理健康团辅研究主题与内容 

大学阶段不仅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过渡阶段，也是个体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

大学生不仅会面临更加自主的学习氛围以及独立、宽松的生活环境，同时相比高中时期，会在更复杂的

人际交往中面临许多人际交往困境、情感上的困扰、以及对自身未来职业、升学选择的压力等发展性障

碍。有的大学生能积极的适应，有的却不能做出很好的自我调整，而产生孤独、自卑、焦虑、抑郁等心

理问题，难以走出困境。本研究通过知网主题搜索“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近 4 年(2019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的研究，得到 407 篇文章，剔除其中研究对象为中小学生及部分不属于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的研究，

总计获得 308 篇，并对其主要的研究主题、理论依据进行整理统计，见下表 1 研究主题统计结果： 
 

Table 1. Higher frequency research theme statistics results data 
表 1. 较高频数的研究主题统计结果数据 

研究主题 频数 

人际关系 42 

学生自我发展 27 

心理健康 27 

情绪问题 19 

思政教育 17 

职业就业指导 13 

生命意义教育 8 

心理资本 6 

手机依赖 5 

新生适应 4 
 

从调查数据来看，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团辅研究主题，目前许多学者的研究目光主要集中于以下

几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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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改善。例如胡春红等(2022)运用萨提亚模式的人际关系团体心理干预技术，体

验性的训练并提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大学生主动改善人际关系；而陈炜(2020)则针对贫困生的团

体心理辅导干预，对他们起到了有效的心理帮扶作用，并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提高人际交往水平，增

强了自信心，更好地帮助学生们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模式。 
2) 有关大学生情绪智力的提高和情绪问题的处理。如刘娜(2017)有关大学生情绪智力培养的相关研

究证实团体心理辅导，在情绪智力四个维度：情绪知觉、自我情绪管理、他人情绪管理和情绪运用水平

上同样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沈丹(2020)则发现通过团体心理辅导中对体成员负面情绪的宣泄，有

助于他们在团体互助过程中建立对学习及环境的接纳感和认同感，并有效地改善大学生情绪低落和行为

不当问题，其影响作用非常稳定和持久。 
3) 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事实上，无论是个体的自我发展、生命意义的教育或者综合性的心理健

康教育的主题，本质上都是对大学生未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前的预防性措施。如李喆君(2022)对贫困大学生

的自我成长团体心理辅导研究，注重的是在团体辅导过程当中重视学生的积极认知，乐观情绪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使团体成员在互相倾诉心声、讨论遇到的困惑，从多元的角度去认识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从而消除一些心理压抑的行为，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和心理抗压性。而安宏玉，王少强(2021)则基

于生命教育的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使成员体验到来自团体的亲密感和安全感，拉近团体成员间的距离，

加强成员间的信任，增强正性情绪，实现对心理问题的预防与干预。 
4) 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如周琦(2020)在团体心理辅导应用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主要

是围绕着新生入学教育和学生干部思想政治培养建设展开，在帮助学生适应新学校、转变新角色和发挥

挥了学生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培养学生团队意识上具有良好效果。而袁亚兵等人(2019)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目标：知识获得、道德提升和政治认同三个层次，探讨了团体心理辅导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应用，提出团体心理辅导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较强的适用性。 
5) 新生适应与学生职业就业指导。有关新生适应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关于一些适应性的技能习得，如

李雨丛(2021)在大一新生学校适应的团辅干预研究里，发现学生获得提升人际、学习和生活适应的技能，

能提高对学校的认可度明显，更主动的表达自己。针对学生的职业就业指导方面，李娟，唐小平(2020)
将团体心理辅导应用在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实践中证实，分级、分层次、分类别设计团体心

理辅导方案能够有效激发课堂的生机和活力，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在大学生面临自身发展过程的阻碍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许多

学者在团体心理辅导实践中侧重于唤醒个体积极力量，发掘潜能，增加那些大学生在困境中“愈挫愈坚”

的保护性因素，以促进大学生面对心理危机的抵抗力和防御力，这包括信念与自我效能的增强，人格的完

善等，从而提高个体内在的正性力量与品质，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预防和危机干预层面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3. 主要理论依据 

Table 2. Higher frequency theoretical basis statistical results data 
表 2. 较高频数的理论依据统计结果数据 

理论依据 频数 

积极心理学 41 

艺术疗法 29 

萨提亚理论 8 

叙事疗法 6 

接纳承诺疗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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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到，目前高校有关团体辅导研究的理论依据，更多的偏向于积极心理学理论，许多研

究者强调激发个体自身的积极力量去对抗那些负性因素，训练学生进行积极的归因，形成对正性的情绪

调节能力。例如林雪，钱雅文(2020)在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团辅对新生主观社会地位的干预中，着重的去训

练学生的积极认知、积极情绪、积极关系与积极应对等方面，增强了学生的正性力量，提升了抗挫折能

力与发展性的乐观品质。也有采用萨提亚模式的基本理念，结合积极心理品质等，帮助学生的自我成长，

如余亭蓉，唐立(2017)采用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帮助离异背景的大学生提高其自尊水平和心理弹性。也包

括将团体心理辅导与艺术疗法相结合，包括绘画疗法、音乐疗法、园艺疗法等，如何冬妹(2021)通过团体

心理辅导帮助提高大学生自我意识的研究中，通过绘画创作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在积极的体验和反馈中

自省和觉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事实上，这些研究在本质上都是在唤醒个体的某些积极因素，帮助探

索个体的优势，在自我觉察中发挥人的潜能，提升生命能量，从而达到团体心理辅导的干预目的，而不

局限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 

4. 大学生心理健康团辅研究方法 

4.1. 在团体心理辅导开展以前 

研究者首先根据实验需要，通过随机抽样、问卷筛选、访谈等主动或者被动的筛选被试、研究工具。

通常选用能够量化研究主题的合适的问卷作为评估工具，一般在实验前测或后测中使用，其中： 
在方案设计上，包括前人研究方案或理论的理论取向和自行调查编制的经验取向，同时在计划程度

上分为结构式，半结构式以及非结构式的团体辅导。大多数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通常有着充

分的计划和准备，安排固定程序的活动进行结构化的团体辅导，也有许多研究者，如将团体心理辅导结

合课程教学的方式实施，也有受到疫情影响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或者采取朋辈辅导的方式，按照具体情

形，灵活选择。 
在团体心理辅导实施程序上一般采用对照组实验，对实验组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对非实验组不

进行干预。但也有研究者通过单组实验进行，不设置对照组。同时在实验分组上通常是采用随机匹配分

组方式进行，但也有将团体辅导与课程结合，按照整群分组的方法。 

4.2. 在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 

在团体心理辅导过程中，通常会有两种测量方式：一是有目的选取被试后，按照前测、干预、后测

的实验方式收集研究数据。二是仅按照干预只进行后测，并对成员通过一些评估工具(问卷，主观性报告，

行为量化等)进行干预效果检验。 

4.3. 在团体心理辅导结束后 

部分研究者会根据需要进行追踪测试，时间通常在 3 个月左右。同时关于统计方法选取上包括配对

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差异值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斜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及其他方法

(王茹婧等，2017)。 

5. 总结与思考 

大量团体心理辅导研究表明，团体心理辅导不仅仅能有效的帮助大学生解决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

题，还能去塑造其良好品格和心理韧性，发挥调解心理压力、舒缓情绪、降低焦虑的作用，因而愈发成

为助力大学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里

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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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伦理问题 

对于某些采取实验组控制组的双组实验设计，仅对实验组采取了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对于控制组中

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成员未进行干预，应当考虑在对实验数据采取后进行适当的干预。 

5.2. 需要提供完整的团辅方案设计 

在团体心理辅导的实施以前，首先需要对团辅需求进行主题调查、问卷调查、访谈调查，从而收集

详细的信息，明确问题与目标。这样设计的团辅方案的才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其次是在方案的设计

上，除了要有学情依据以外，还要提供具体的理论依据，增加其科学性。另外，设计的方案是否有参考

前人研究设计，也需要提供文献依据。同时，除了少数期刊上的研究以外，许多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团辅研究没有在文章中给出具体的团辅方案设计，更多是从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然而团体心

理辅导在实施前制定严格的方案设计，也是影响最终研究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将团辅方案呈现

在文章中，才更能使得最终的结果具有说服力。 

5.3. 在方案设计中重视与其他心理咨询技术的融合 

团体心理辅导作为一种干预手段，在团辅方案设计中，也可以参考游戏疗法，戏剧疗法，团体沙盘

游戏等心理咨询方法，使得团辅过程更具有趣味性和专业性，从而减少团员脱离。如刘玉娟(2022)将团体

沙盘游戏疗法融入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提升工作中，突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讲授模式，促进大

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邹慧婷等人(2021)在团体心理辅导中结合心理剧的表演、观看能够提高学生的语言

交流能力，帮助他们修复心理创伤，提升心理品质，解决现实问题，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戏

剧游戏”，“角色扮演”和“创造性与表现力的艺术活动”等形式能更好的助力个体在对现在的心理问

题的探索，帮助个体对未来生活中角色与情景之间的冲突做好准备，更能促进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5.4. 在团体心理辅导具体实施形式上可以更贴近学生日常 

许多研究者在实验方案中较多关注于团辅目的的实现，使得团辅实施上比较单一，且多由教师选择

所要研究的群体设计。我们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上可以对：如人际关系困难，学习焦虑等非严重心理

问题，但有需要的大学生群体，有针对性的成立大学社团；或者是以班级为单位定期进行团辅咨询，延

长团体辅导的时间(胡朝兵，张兴瑜，2013)。并且在团辅实施过程中，可以在专业教师指导下以高年级心

理学专业学生为主要实施人，在实践中练习团辅技术，利用朋辈团体心理辅导来挖掘学生自身潜力、充

分激发学生主体性、强调学生互帮互助作用机制(陈娟等，2014)，实现对学生团辅技术的培养，并达到团

辅的干预目的。 

5.5. 效果评估缺乏多样性和长效性 

首先，部分研究在实验结束后进行了追踪测验，但一些研究只在短期内进行了两次前测与后测，其

两个短期中时间节点的变化可能无法准确地反应干预的效果和持续时间；其次是评估的对象不能仅局限

于团员和团体领导者，例如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应该纳入团员人际交往对象的反馈信息，才更能反应

出干预的真实效果；另外在团辅实施中是否存在成员脱落及其脱落原因，也是对实施效果评估的重要内

容，部分研究中并未对成员脱落情况进行说明，成员的离开是基于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需要在研究中

做出解释，以加强研究内容的信度；同时，评估上还应该考虑对团辅中效果不好的学生的考察，这对团

辅的对象选择、方案设计与操作等都具有改进价值，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并做到转介以接受个体辅导

的伦理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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