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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突出，如何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值得重点关注。通过SPSS 29.0与Amos 26，对

CFPS2020数据进行相关性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了学习压力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网络

重要性认知的遮掩效应。结果显示，学习压力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存在负面影响。此外，在学习压力与幸

福感间，大学生网络学习重要性认知存在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习压力的负面影响。因此，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应用观，能为缓解学生压力，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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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risk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re prominent. How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By SPSS 29.0 and Amos 26, corre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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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on the CFPS2020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stress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s well as the suppression effect of 
perceived internet importance cogn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y pressure has a negative im-
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ddition, between study pressure and well-being, 
there is a suppression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online learning, 
which alleviat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tudy pressur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guiding stu-
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internet use can provide guarantee for relieving students’ 
stress and promoting their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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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3 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突出，心理问题检出

率显著上升[1]。已有研究发现，学习压力会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2] [3] [4] [5]。然而，当前研究

多关注压力对抑郁、焦虑的影响[6]，较少从幸福感等积极心理切入。鉴于此，本研究从大学生抑郁、自

我优秀认知、对未来信心和幸福感入手，探究学习压力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Figure 1. Study framework 
图 1. 内容框架图 

 
网络应用已深度介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7]，与大学生学习压力密切相关[8]。有研究发现，大

学生会通过频繁使用网络以缓解现实中由同伴支持匮乏和同级间竞争导致的压力[9] [10]。这与美国心理

学家鲍迈斯特(Baumesiter)提出的自我逃避理论(Escape‐from‐self theory)相符[11]。然而，网络的过度使用

会减弱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幸福感[12]。由此可见，网络应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现有研究往往关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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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负面影响，忽略其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因此，本研究在考察大学生学习压力与心理健康

各方面关系时，对网络重要性认知进行遮掩效应检验，探析网络认知对学习压力的缓解作用，引导大学

生正确对待网络，促进其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问题：1) 学习压力与心理健康各方面的关系如何？2) 基于研究

问题 1，网络重要性认知是否具有遮掩效应？本文内容框架如图 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该项目以 2010 年为基线，每 2 年开展一次，是一项全国性社会追踪调查。本

研究以中国全日制本、专科大学生受访者为对象，剔除所用变量的缺失值及异常值后，形成 551 份有效

样本。 

2.2. 变量说明 

抑郁。基于 CFPS2020 中使用的流动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of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CES-D) 8 题版本，题目包括“我感到情绪低落”等(0 = 几乎没有，1 = 有时候有，2 = 经常有，3 = 大
多数时候有)，Cronbach’s α = 0.750。加总后取值范围为 0 至 24 分，得分越高则抑郁程度越高。 

 
Table 1. Description of study variables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抑郁 心理抑郁程度 0 18 4.18 3.16 

幸福感 有多幸福(分) (0 分代表最低，10 分代表最高，您觉得

自己有多幸福？) 
2 10 7.76 1.51 

自我优秀认知 有多优秀(1 表示非常差，5 表示非常优秀，作为学生，

您认为自己有多优秀？) 
1 5 3.1 0.64 

对未来信心 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1表示没有信心，5表示很有信心，

您给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几分？) 
1 5 3.88 0.74 

学习压力 您觉得自己学习上的压力有多大(1 表示没有压力，5 表

示有很大压力，您觉得自己学习上的压力有多大？) 
1 5 2.98 0.85 

互联网使用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 网络对您的学习及获取资讯有多重要？(1 表示非常不

重要，5 表示非常重要。) 
1 5 4.07 0.80 

网络对亲朋联系重要性 网络对您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有多重要？(1 表示非

常不重要，5 表示非常重要。) 
1 5 4.1 0.85 

本科/专科 受教育程度 0 1 0.59  

 年龄 16 26 20.52 1.43 

男/女 性别 0 1 0.46  

城镇/乡村 家庭居住地(城镇\乡村) 0 1 0.52  

是/否 父母受高等教育程度 0 1 0.13  

注：N =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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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优秀认知。该变量为 CFPS2020 个人自答问卷题项“您认为自己有多优秀”(QS503)，“1”表

示非常差，“5”表示非常优秀，得分越高则自我优秀认知程度越高。 
幸福感。该变量为 CFPS2020 个人自答问卷题项“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QM2016)，选项为十分制，

得分越高则幸福感程度越高。 
对未来信心程度。该变量为 CFPS2020 个人自答问卷题项“您给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打几

分”(QN12016)，“1”表示没有信心，“5”表示很有信心，得分越高则对未来信心程度越高。 
学习压力。该变量为 CFPS2020 个人自答问卷题项“您觉得自己学习上的压力有多大”(QS502)，“1”

表示没有压力，“5”表示有很大压力，得分越高则压力程度越高。 
网络使用。本研究对网络使用的检测涵盖网络对学习重要性和网络对亲朋联系重要性。前者来自

CFPS2020 个人自答问卷题项“网络对您的学习及获取资讯有多重要”(QU954)，后者来自题项“您觉得

网络对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有多重要”(QU953)。两题均为五分制，“1”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

重要，得分越高则互联网重要程度越高。 
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本科\专科)，年龄，性别(男\女)，家庭居住地(城镇\乡村)，父母受高等

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全部家庭纯收入(年)。以上变量及其具体说明详见表 1。 

2.3. 分析方法 

为回答研究问题，本文使用 SPSS 29.0 对各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对比两组独立样本在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上的差异。在掌握变量关系的基础上，为结构方程模型的搭建做

准备。本研究使用 Amos 26.0 搭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检验法探究网络使用(网络对学

习重要性、网络对亲朋联系重要性)对学习压力和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遮掩效应。 

3. 分析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results of study variables 
表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 学习压力          

2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 0.128**         

3 网络对亲朋联系重要性 0.09* 0.345**        

4 抑郁程度 0.129** 0.047 0.052       

5 幸福感认知 −0.122** 0.092* 0.064 −0.365**      

6 自我优秀认知 0.030 0.078 0.061 −0.115** 0.179**     

7 对未来信心 −0.058 0.100* 0.104* −0.253** 0.317** 0.268**    

8 学生受教育程度 0.087* 0.099* −0.041 0.009 0.006 −0.047 −0.006   

9 年龄 0.090* 0.074 0.024 0.018 0.002 0.014 0.111** 0.211**  

10 全部家庭纯收入(年) −0.021 −0.022 −0.047 0.051 −0.003 −0.021 −0.018 0.088* −0.03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相关性分析及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学习压力与抑郁程度(r = 0.129, p < 0.01)呈正相关，与幸福感(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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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p < 0.01)则呈负相关。换而言之，越大的学习压力，越高的抑郁程度和越低的幸福感。学习压力

与网络对学习重要性(r = 0.128, p < 0.01)、网络对亲朋联系重要性(r = 0.090, p < 0.05)均呈正相关。当感知

到越大的学习压力时，大学生对网络学习和网络亲朋联系的重要性认知上升。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与幸福感(r = 0.092, p < 0.05)和对未来信心(r = 0.100, p < 0.05)呈正相关。网络对亲

朋联系重要性仅与对未来信心(r = 0.104, p < 0.05)呈正相关。由于抑郁程度与中介变量均不相关，因此，

为简化模型，本研究在模型搭建过程中未加入该变量。此外，由于学习压力与自我优秀认知和对未来信

心均不呈显著相关，仅与幸福感呈显著相关，本研究仅考察网络使用在学习压力对幸福感影响路径上的

遮掩作用。 
本研究选择大学生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因为学习压力(r = 0.090, p < 0.05)和对未来信心(r = 

0.111, p < 0.01)均与年龄呈正相关。另一方面，大学生对未来信心程度及网络对学习重要性在性别上有显

著差异(表 2，表 3)。 
 

Table 3.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study variables 
表 3. 差异性分析 

变量名称  
抑郁 幸福 优秀 信心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 网络对联系重要性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性别        

 女 4.27 (3.29) 7.77 (1.48) 3.12 (0.61) 3.76 (0.73) 4.15 (0.77) 4.08 (0.86) 

 男 4.07 (2.99) 7.74 (1.55) 3.08 (0.69) 4.02 (0.74) 3.98 (0.82) 4.13 (0.85) 

 女–男 0.21 0.02 0.04 −0.26*** 0.18** −0.05 

学生受教育程度 

 专科 4.14 (3.24) 7.75 (1.67) 3.14 (0.61) 3.89 (0.80) 3.98 (0.85) 4.14 (0.81) 

 本科 4.20 (3.10) 7.76 (1.39) 3.08 (0.67) 3.88 (0.70) 4.14 (0.75) 4.07 (0.89) 

 专科–本科 −0.06 −0.02 0.06 0.01 −0.16 0.07 

家庭居住地 

 乡村 3.99 (2.94) 7.79 (1.46) 3.11 (0.63) 3.91 (0.74) 4.09 (0.76) 4.11 (0.83) 

 城镇 4.36 (3.34) 7.73 (1.55) 3.09 (0.66) 3.86 (0.75) 4.06 (0.83) 4.09 (0.88) 

 乡村–城镇 −0.37 0.07 0.02 0.06 0.03 0.01 

父母高等教育 

 否 4.10 (3.09) 7.75 (1.50) 3.21 (0.69) 3.94 (0.80) 4.24 (0.81) 4.09 (0.86) 

 是 4.69 (3.53) 7.78 (1.55) 3.09 (0.64) 3.87 (0.73) 4.05 (0.79) 4.17 (0.84) 

 否–是 −0.59 −0.02 −0.12 −0.07 −0.19 −0.0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修正后的模型如图 2 所示，其模型拟合指数为 X2 = 4.929，df = 2，X2/df = 2.465，CFI = 0.987，GFI 
= 0.998，AGFI = 0.960，RMSEA = 0.052。结果显示，学习压力会正向影响网络对学习重要性(β = 0.120，
p < 0.01)和网络对亲朋联系重要性(β = 0.089, p < 0.05)，对幸福感(β = −0.117, p < 0.01)则有负向影响。另

一方面，网络对学习重要性对幸福感(β = 0.092, p < 0.05)和对未来信心(β = 0.091, p < 0.01)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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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p < 0.05，**p < 0.01，***p < 0.001；2) 年龄→未来信心(β = 0.097, p < 0.01)，性别→网络学习重要

性(β = −0.111, p < 0.01)，性别→未来信心(β = 0.180, p < 0.01)。 

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analysis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 

3.3.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的遮掩作用 

基于结构方程分析结果，研究主要考察网络对学习重要性在学习压力与幸福感影响路径上的作用，

采用 Bootstrap 法(95%置信区间，抽样 500 次)检验。结果显示，网络对学习重要性在学习压力与幸福感

间的效应值为 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02, 0.063]，且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符号相反，证明网络对学

习重要性在学习压力与幸福感之间具备遮掩效应。具体结果见表 4。 
 

Table 4.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in learning on the pathways of learning pressure and happiness 
表 4.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在学习压力与幸福感路径上的中介作用 

   Bias Corrected 95% CI 

路径 效应值 SE Lower Upper P 

总效应 −0.188* 0.085 −0.356 −0.027 0.019 

直接效应 −0.207* 0.087 −0.377 −0.032 0.01 

间接效应 0.02* 0.013 0.002 0.063 0.02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4.1. 学习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学习压力与网络对学习重要性、网络对亲朋联系重要性和抑郁程度呈正相关，与幸福

感则呈负相关，这说明大学生学习压力越高，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这与过往研究结果一致[13]。然而，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如年龄)，学习压力仅与幸福感呈直接相关，并经过网络对学习重要性与其呈间接相

关。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内卷”导致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焦虑，加重了学习压力[14]，进而

使得学生更加频繁地使用网络以缓解压力[15]。 
面对长期的学习压力，大学生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问题[16]。因此，采取有效的压力应对方式是

必要的。研究认为，个体对压力的感知越强，就越有可能感知或注意到外部环境中的威胁性刺激，诱发

紧张等负面情绪并反复循环，进而导致抑郁[17]，而高心理资本能有效削弱大学生的压力感知，以缓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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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18]。因此，本文建议，高校应该通过开展心理咨询、组织班级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乐观积极

的生活态度，提高心理资本，缓解负面情绪，帮助学生正确应对压力。 

4.2. 网络对学习重要性在大学生学习压力与幸福感路径上的遮掩效应 

本研究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学习压力越高，网络学习重要性认知越高，幸福感越高。然而，

当压力程度高时，幸福感越低。因此，网络在两者路径间起遮掩效应(Suppression Effects)。研究表明，在

中国，压力感知越敏感的人群，越常采取回避策略[19]。这验证了自我逃避理论(Escape‐from‐self Theory)，
即网络使用是缓解压力的一种途径[11]。因此，在面对学习压力时，网络学习是学生选择的一种回避策略。

网络学习(或称线上教学)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突破了时空限制[20]，使得学生不必局限于教室。这一特

征使得学生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并尽可能地减少了学习过程中与外部环境刺激

的接触，最终有效缓解了学习压力。然而，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网络成瘾问题呈显著上升趋势[21]。因

此，高校与家长应辩证地看待网络应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应用观，助力构建健康的大学网络应

用生态。今后研究则应更多地就网络应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了解其作用机制，

为制定预防机制与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CFPS2020 调查问卷，但是符合需要的全国大

学生样本量较少，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全国不同地区大学生仍有待检验。因此，使用规模更大的全国有

代表性数据十分必要，以此验证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其次，CFPS 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多由一题测

量，会对相关测量效果有所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未来可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20)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更加精准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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