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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心理危机意识及相关压力源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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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从高职学生的心理危机意 识 现 状 及 心 理 危 机 相 关 压 力 源 进 行 调 查 研 究，结 果 显 示 高 职 学 生 的 心

理危机意识不足，存在较大的隐患。相关压力源主要包括重大与突发事件、家庭与经济压力、就业压力、学业压力、社

交与人际关系压力等，且以就业压力为主。压力源根据不同学生类型的差异，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根据

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特点制定干预措施，有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学校的危机干预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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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是指个体遭遇到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和应激方式来解决的突发事件或重大

的挫折和困难，从而出现的严重的心理紧张状态，会对个体的心身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

响。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频发，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些天之骄子的心理健康状态。!



受的严重程度做出选择（０为无压力，１为轻度压力，２为中度压力，３为重度压力，４为严重压力），算

出总分与因子分。总分越高，表明压力强度越大。因子分为该因子所包含的题目压力值的总分除以

该因子包含的题目 数，因 子 分 越 高，表 明 在 该 方 面 承 受 的 压 力 越 大。该 量 表 克 伦 巴 哈 ａ系 数 为 ０．

９２６，信度系数非常高，内部一致性好，结构效度高，符合研究要求。

问卷测评工作采用手机在线作答的方式进行，由各班辅导员负责。测评流程如下：首先由课题负

责人对辅导员进行培训，讲明此次问卷测评规范要求。之后课题负责人将问卷上传至手机平台，并将

问卷二维码发送至辅导员群。各班辅导员将问卷二维码转发至班级群，要求每一位同学扫描二维码

后，跳转至手机平台进行作答，并解释指导语，讲明答题要求。学生作答完毕后，将页面截图发送至班

级群，以便核验。在作答期间有任何问题，可在群中提出，辅导员负责解答，确保每一位学生正确理解

问卷。所有学生测评完毕后，辅导员上报课题负责人。最后由课题负责人进行问卷汇总，数据分析。

（三）统计方法

问卷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运用平均数计算和卡方检验等统计方法，进行相关数据的整

理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职学生心理危机意识调查结果分析

问卷第１题到第６题，主要考察学生对心理危机的认知。可以看出有３７．６５％的学生听说过心

理危机，但没听说过和偶尔听说过的学生占了５２．１５％。８１．５７％的学生认为“心理危机有不同的过

程，每个过程有不同的解决方法。”５２．９５％的学生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心理危机都是负面的。”说明

大部分同学对心理危机有一定的认知水平，但还存在漏洞，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

问卷第７题到第１０题，主要考察学生对心理危机现状的了解。可以看出，４４．３１％的学生在上大

学期间遭遇过心理危机，２９．８１％的学生身边发生过大学生轻生事件，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需要我们

加强关注，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８６．２７％的同学认为“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好好珍惜”，６８．６３％的学

生认为“大学生轻生的想法过分极端，枉费了父母和社会的栽培”，说明大部分学生对生命和轻生事件

有正确认识的态度。

问卷第１１题到第１２题，主要考察学生应对心理危机的态度。可以看出，出现心理危机时，５８．

０４％的同学依靠自身调整，只有２５．４９％的同学会寻求帮助，还有１６．４７％的同学不知该如何应对或

不应对。求助的对象主要是家人（３６．８６％）朋友（３４．５１％），但还有２０％的同学不求助任何人。说明

学生了解一定的应对心理危机的方法，但不愿意求助他人，还存在危机进一步发展的隐患，需要我们

加强心理危机宣传，给学生以宣泄和求助的途径。

（二）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相关压力源调查结果分析

１．总体情况分析

表１　总体情况分析表（ｘ－ ±ＳＤ）

自变量 人数 ｘ－ ±ＳＤ

重大与突发事件 ２５５　 １．０５±０．９７

家庭与经济压力 ２５５　 １．２０±０．９４

就业压力 ２５５　 １．４３±１．０２

学业压力 ２５５　 ０．９５±０．８２

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 ２５５　 ０．７７±０．７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职学生心理危机源五个因子的排序由强到弱依次是就业压力、家庭与经济压力、重

大与突发事件、学业压力和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说明给高职学生造成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是就业问题。

２．性别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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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性别差异分析表（ｘ－ ±ＳＤ）

项目 男生（ｎ＝１２３） 女生（ｎ＝１３２） Ｆ　 Ｐ
总分 ３９．１３±２７．２３　 ３６．８３±２７．８５　 ０．４４２　 ０．５０７

重大与突发事件 １．２１±１．０２　 ０．９０±０．９０　 ６．７３４　 ０．０１０＊

家庭与经济压力 １．２３±０．９１　 １．１８±０．９８　 ０．１７７　 ０．６７５
就业压力 １．３５±０．９４　 １．５１±１．１０　 １．６５２　 ０．２００
学业压力 ０．９４±０．８２　 ０．９５±０．８２　 ０．０１９　 ０．８８９

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 ０．８２±０．８１　 ０．７２±０．７８　 １．１２３　 ０．２９０

　　＊ 表示 Ｐ＜０．０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男女高职学生在重大与突发事件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且男生的压力大于女生。

但在总分、家庭与经济压力、就业压力、学业压力、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等因子之间比较，没有差异性。

３．年级差异分析

表３　年级差异分析表（ｘ－ ±ＳＤ）

项目 一年级（ｎ＝１２６） 二年级（ｎ＝７４） 三年级（ｎ＝５５） Ｆ　 Ｐ
总分 ３８．２９±２７．５４　 ２８．２３±２７．１９　 ３６．７６±２８．４０　 ０．０６４　 ０．９３８

重大与突发事件 １．０９±１．００　 ０．９７±０．９１　 １．０３±０．９９　 ０．３６６　 ０．６９４
家庭与经济压力 １．２２±０．９４　 １．２７±１．０１　 １．０７±０．８７　 ０．７８５　 ０．４５７

就业压力 １．３３±０．９６　 １．５９±１．１２　 １．４４±１．０３　 １．４９２　 ０．２２７
学业压力 ０．９７±０．８４　 ０．９３±０．８１　 ０．９２±０．８０　 ０．１０５　 ０．９００

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 ０．８１±０．７５　 ０．７１±０．８１　 ０．７５±０．８７　 ０．４１１　 ０．６６３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年级高职学生在总分、重大与突发事件、家庭与经济压力、就业压力、学业压

力、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等因子之间比较，没有差异性。

４．专业差异分析

表４　专业差异分析表（ｘ－ ±ＳＤ）

项目 工科 （ｎ＝９９） 文科（ｎ＝１５６） Ｆ　 Ｐ
总分 ３８．５８±２５．３３　 ３７．５４±２８．９０　 ０．０８６　 ０．７７０

重大与突发事件 １．１８±１．０１　 ０．９６±０．９４　 ２．９７７　 ０．０８６
家庭与经济压力 １．１８±０．９２　 １．２２±０．９６　 ０．０７１　 ０．７９０

就业压力 １．４１±０．８９　 １．４５±１．１０　 ０．０１０　



从上表可以看出，城乡高职学生在就业压力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且来自乡村学生的压力大于来自

城镇的学生。但在总分、重大与突发事件、家庭与经济压力、学业压力、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等因子之

间比较，没有差异性。

三、研究讨论

（一）高职学生心理危机意识现状讨论分析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危机意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对心理危机有一定的认识，但不是十分全面。第二，部分学生自身及身边会出现心理危机

事件，当出现危机时，大部分学生对待的态度是正确积极的，但还有少部分同学存在消极的态度。第

三，当出现心理危机事件时，只有部分同学会借助社会支持系统寻求帮助，其他同学会自己调整或不

知所措，说明学生对心理危机的应对方式还存在很大的隐患。这可能与高职院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起步较晚，各项工作机制尚不完善，对心理危机的宣传教育力度尚有待提高有关。还可能与高职学生

的心理危机意识不强有关，认为这是距离自身很远的事情，没有对心理危机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相关压力源讨论分析

造成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的原因众多，主要归结于重大与突发事件、家庭与经济压力、就业压力、学

业压力、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等。

重大与突发事件主要是指给个体造成重大创伤的事件，比如自己或亲人重病或受重伤、家庭破

碎、严重的灾难等。高职学生心智及意志品质尚未发育成熟，对情绪的控制能力不是很强，遇到此类

挫折时，不能及时调整自己，坚强面对，而是情绪失控或消极懈怠，产生伤（杀）人毁物或自残自杀等极

端行为。在差异性比较中，男生较女生，工科生较文科生，这可能与男生的忍耐力较弱，更容易冲动有

关，因工科生中男生占大多数，故也可归结于此原因。

在家庭与经济压力方面，高职学生的原生家庭普遍存在较多的问题，有的是父母的心理行为存在

问题，有的是父母间关系不好，有的是学生与父母关系不好，有的是父母离异，有的是父母一方离世，

或因各种原因自小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等。这些都会给高职学生的心理造成不良的影响，产生各种

各样的心理问题。另外家庭经济困难也会给高职学生造成困扰。高职学生在学校的各项花费，不但

包括学费、书费、住宿费，还包括平日的生活费，以及同学间的人情费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为了筹

集学费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更不要说其他的费用，加之学生间常因消费水平进行攀比，都会给家庭

困难的学生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在学业、就业压力方面，因高职院校的生源多为中专毕业生或是高考失利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而

中专生又多是因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因此高职学生或是抱着“破罐破摔”的思想，缺乏学习

动力，或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思想，学习目的不明确。因此高职学生大多存在不知该为什么学，该怎

么学的想法，面临着严重的学业困扰，亦为后面的就业问题埋下伏笔。在高职学生毕业的时候，因为

专业知识掌握不牢固，以及高职学历的竞争力较弱等原因，企业更偏向于招收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毕

业生，因此高职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局势，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差异性比较中，乡

村学生的就业压力更大，考虑可能与乡村以务农为主，不能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有关。

在社交与人际关系方面，有的高职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不是很强，或自卑、内向，害怕与人交流；或

自大、多疑，不愿与人交流；或偏执、冲动，不善与人交流。这些都是人际关系障碍的表现，会导致高职

学生缺乏社会支持而感到孤独无助，或是经常与人冲突，甚至升级为暴力事件，给他们的学习、生活、

情感、自我认知、行为等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其中失恋作为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中特殊的一部分，因

其在高职学生中更加常见，危害更大，故在此着重提出。恋爱本是高职学生追求爱情这种美好情感的

方式，但是倘若因各种原因，双方不能维持恋爱关系，就会给高职学生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的挫折体验。

·１８·



如果能够顺利度过，对人的成长是有益的，但如果沉浸其间，不能够有效应对，则极易引发心理危机。

四、研究建议

根据以上高职学生心理危机意识及相关压力源现状的调查，可以看出高职学生的心理危机意识

还存在一定的隐患，相关压力源具有高职学生特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提出高职学生心

理危机干预的建设性意见。

第一，针对学生的心理危机意识不强等问题，高职院校应加强心理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从心理危

机监控制度建设、心理健康教育体制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从根本上解决学

生的心理危机防范意识问题和心理健康水平。针对高职学生的心理危机压力源主要以就业因素为

主，以及不同类型学生的差异性表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地解决学生的心理危机问题。比如在心理

健康教育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着重加强就业心理教育，尤其是来自乡村的学生；加强学生的抗挫折

教育，提高学生的挫折承受力，培养学生应对重大与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是男生以及工科专业学生。

第二，针对高职学生还存在很大的心理危机隐患的问题，高职院校应加强心理危机快速反应机

制建设，从应急预案的制定、心理危机的识别、干预措施的实施，到家校、校医联动的配合、干预后的追

踪反馈等方面着手，有效降低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危害。针对学生的心理危机应对能力不足，有的同

学还存在消极的应对态度等问题，应帮助学生加强心理危机的识别以及应对能力。另外，针对学生家

庭因素的特点，最大程度地争取家长的配合，共同帮助学生积极平稳应对心理危机事件。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建立健全高职院校心理危机防范机制及快速反应机制，为提高高职院校的

心理危机干预水平，提高高职学生心理危机意识及心理健康水平，维护校园稳定，促进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水平的提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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