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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科学干预机制研究
——以广东省某高校为例

任增辉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目的：以广东省某高校为例，调查其大学生心理问题，给出干预机制，以便于为学校心理管理提供参考。方法：于广东省某

高校为例展开实验研究，时间为 2022 年——2024 年，共 37209 名被试学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对大学生的心理情况进行评价，

并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干预机制。结果：2022 级学生的 SCL-90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22.94%）低于 2021 级学生的占比（34.74%），

2023 级学生的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39.49%）高于 2022 级学生的占比，2023 级学生的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高于 2021

级学生的占比（见表 1）。整体上，SCL-90 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同时，2021 级学生在大一时，其 SCL-90 总分均

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为34.74%；在大三时，其SCL-90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为39.42%，相比于大一时的占比，占比上升了4.68%，

占比高于大一时的占比，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并且表现出上升趋势，需要给予针对性干预，

保证大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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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发展建设的逐渐推进，对教育问题的认识逐渐增强，

提高了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据临床相关研究数据显示，

我国现有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高达 17.15% 左右。大学生作

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心理问题对高校的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甚至会对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造成限制。因此，

高校在对大学生展开素质教育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问

题。症状自评量表（SCL-90）是当前临床广泛应用的心理测试量表，

效信度较高，不仅测试方便快捷，而且能够有效反映大学生的心

理问题，在高校心理评估中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基于此，本研

究以我校学生为例，将 SCL-90 进行应用，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

明确，并给出早期干预，对其干预情况展开具体分析如下。

一、背景和方法

（一）研究背景

本次研究工作开展于广东省某高校，时间为 2022 年——2024

年，共 37209 名被试学生，学生中，其中男性有 18655 例，女性

有 1855 例，其中年龄最大的为 24 岁，年龄最小的为 19 岁，均值

为（22.34±2.23）岁。其中，2021 年秋季被试 9283 名，2022 年

秋季被试 10770 名，2023 年秋季被试 8739 名，2024 年春季被试

8417 名。

纳入标准：参与者均自愿参加研究；参与者均为本科及以上

在读学生；参与者均来自广东省某高校。

排除标准：有长期心理干预或心理治疗经历已休息的学生；

对参与研究不感兴趣或不愿配合的学生。

（二）方法

在被试学生中展开调查，采用 SCL-90 量表，此量表共包含

90 个项目，涉及到 9 个维度，分别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症状、偏执及精神病性。每个维

度均采用 5 级评分法（5 点 Likert 计分方式），1 分表示没有症状，

5 分表示症状极严重，各项分数越高，表明学生的症状越严重。

（三）观察指标

观察 4 年内大学生的 SCL-90 的总体测评情况。

对比 2021 年的大一新生，和其两年后于 2023 年时的 SCL-90

数据评分比较差异性。

（四）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的数据对比分析工作需要借助专业统计学软件 SPSS 

26.0 进行，计量资料使用（ x ±s）表示，检验应用 t，计数资料

的统计使用 n（%）表示，检验用 X2，若对比结果显示 P ＜ 0.05，

则组间对比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不同时间下 SCL-90 各个维度的总体测评结果

2022 级 学 生 的 SCL-90 总 分 均 值 高 于 常 模 均 值 的 占 比

（22.94%）低于 2021 级学生的占比（34.74%），2023 级学生的

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39.49%）高于 2022 级学生的占比，

2023 级学生的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高于 2021 级学生的占

比（见表 1）。整体上，SCL-90 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占比呈

上升趋势，具体见表 1。

表 1 不同时间 SCL-90 各个维度的测评总体结果 [n（%）]

维度 / 时间 2021 秋季 2022 秋季 2023 秋季 2024 春季

躯体化 19.11% （1774） 19.05% （2052） 25.38% （2227） 25.38% （2227）

强迫症状 43.73% （4059） 43.04% （4636） 47.87% （4201） 47.87% （4201）

人际关系敏感 34.04% （3160） 33.63% （3622） 36.51% （3204） 36.51% （3204）

抑郁 31.49% （2923） 31.75% （3420） 36.00% （3159） 36.00% （3159）

焦虑 41.89% （3889） 39.81% （4287） 44.26% （3885） 44.26% （3885）

敌对 22.76% （2113） 23.96% （2580） 26.28% （2306） 26.28%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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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症状 54.22% （5033） 53.30% （5741） 57.17% （5018） 57.17% （5018）

偏执 26.91% （2498） 26.92% （2899） 30.61% （2686） 30.61% （2686）

精神病性 41.96% （3895） 40.37% （4397） 44.60% （3914） 44.60% （3914）

（二）不同年级大学生 SCL-90 总分比较

2021 级学生在大一时，其 SCL-90 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

占比为 34.74%；在大三时，其 SCL-90 总分均值高于常模均值的

占比为 39.42%，相比于大一时的占比，占比上升了 4.68%，占比

高于大一时的占比，对比差异显著（P<0.05），具体见表 2。

表 2 2021 年学生 2 年后于 2023 年的 SCL-90 总分比较 [n（%）]

时间 SCL-90 总分

2021 秋季 34.74% （3225）

2023 秋季 39.49% （3451）

X2 8.405

P 0.004

三、讨论

（一）结果分析

 SCL-90（症状自评量表）是一种临床对心理情绪进行测评的

量表，目前来看，此量表在高校测评中应用广泛，具有重要意义。

将此量表进行应用，其不仅简便易用，可以快速评估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而且此量表覆盖了多个心理症状维度，包括焦虑、抑郁、

强迫、敌对等问题。但是，SCL-90 的应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此量表容易受到测量个体的主观因素影响，因为学生在进行量表

填写时，可能伴随自身情绪，存在社会期望偏差，容易对其填写

结果和测评结果造成影响。但是 SCL-90 不能完全代替临床评估，

因此在高风险群体中，仍需结合临床访谈和其他评估工具。

在采用 SCL-90 对大学生进行测评时，其中的评估指标具有

重要意义，具体来看，抑郁、焦虑的较高评分，可反映患者面临

的心理危机，而强迫症状的较高评分，则表明学生存在严重的焦

虑情绪。这些指标的测定，均可以为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提

供参考依据。与此同时，除了量表的相关数据外，学生的心理危

机识别也可以通过对学生的个体行为变化进行观察，对其社会支

持系统情况等进行分析来实现，结合定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

能够更全面地识别潜在心理危机。

识别大学生不来那个心理问题后，有效的干预机制尤为重要，

目前临床常用的干预方法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咨询和小组干

预等。但是这些干预机制的使用灵活性还不足，而且缺乏个性化

干预特点，还需要进行进一步优化。此外，加强家校合作，提升

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程度，也应成为优化干预机制的重要方向。

（二）科学干预机制与建议

综合上述统计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呈现逐年下降的趋

势，并且随着大学生年级越高，其心理健康状况反而变差。当前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势，当代大学生心理

素质堪忧。普通同学即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障碍或精神障碍

症状、明显的心理危机信号，仍然有一定概率在遇到生活事件之后，

因为原生家庭问题、应对能力薄弱、性格缺陷（冲动、自卑、抑郁）、

社会支持贫乏等，发生危机事件。随着大学生新形势、新动态、

新发展，心理问题和科学干预机制应与时俱进，具体可以从五个

方面入手：

1. 健全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加强五级防护体系建设管理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设全员工作模式，拓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主体范围；同时通过完善心理健康测评方案、实时监测学生心

理动态、建立危机分级预警机制、加强预警信息化管理等实现多

维度的心理预警，建立健全对弱信号的心理危机对象的识别和干

预机制。

2. 加强协同联动。建立健全“校家医”联动工作机制，进一

步加强与社区，与家庭的工作联动，贯通“校家医”组织体系，

强化一体协同。建立健全重点学生家校会谈制度、社区协作制度、

心理危机学生半月研判制度，积极应对学生心理危机预防，拓展

心理危机防护和干预工作的边界。

3. 充分发挥基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班主任、心理委员、

班干部、宿舍信息员）的作用。制定详细的工作指引；建立及时

反馈及时指导的工作机制，实现培训和交流的常态化，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4. 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学生的自助能力和求助

意识。加强和学院的合作联动，充分激发基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队伍的创造性，增加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频率和覆盖面。 

5. 加强心理咨询宣传，提升心理咨询服务品质。加强专业咨

询师及朋辈辅导队伍的建设，完善技能培训和管理制度，加强心

理咨询预约通道的宣传，进一步畅通预约通道。

四、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当前大学生的心理研究，对其科学干预机制进

行分析，明确了相关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实证分析了特定心

理指标在高校学生中的应用积极意义，填补了关于广东省高校心

理健康评估的相关研究空白。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受

到样本的地域限制，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较差，且参与者的自我

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后续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采用

更全面的评估方法，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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