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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
) ) ) 基于南华大学学生心理咨询状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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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日益突出, 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内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现状, 而后就南华大学学生心理咨询状况展开探讨, 采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就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论表明

大学生心理问题已经日益突出,需要寻找合理的解决途径。通过研究分析, 对南华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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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激烈竞争对人才要求的提

升, 个人成长将承受更大的竞争压力。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

摇篮的高校, 其在校学生的心理教育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随

着国内计划生育的执行, 城镇来源的大学生中多为独生子

女, 心理调节能力较差,心理状态较为脆弱,而来自贫困地区

的农村学生, 因其经济原因造成部分学生的心理压力过大。

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他们面临着学习压力、人际关

系压力、情感困惑、就业压力和经济压力等诸多影响心理健

康的因素, 因此探讨高校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寻找解

决问题的途径, 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1, 2]。

一  高校在校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

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 高校在校学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和压力, 其心理成长表现出多方面的问题。在学习因素方

面, 高校学习是一个全新的环境, 如何立足一个全新的学习

环境, 获取自己的全面发展,并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已经成

为高校在校学生所面临的一大难题,造成大学生入学后很容

易产生多种适应性心理问题。在情感因素方面, 处于青春

期、考虑问题比较简单、感情容易冲动的高校在校学生, 在如

何处理恋爱的问题上常常感到困惑以致引起心理失调, 给高

校学生带来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在人际关系因素方面, 大

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与稳定的关键时

期, 他们与人沟通,渴望被人理解。但是由于缺乏基本的人

际交往知识和技巧, 致使人际关系不和谐,容易造成一些压

抑和焦虑情绪。高校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比较复杂, 其

产生的缘由也较多, 此外诸如环境因素、家庭因素等都将对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  南华大学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本文收集南华大学的心理咨询人数的历史记录来进行

探讨,并采用分段平滑法 [3- 5]和多项式拟合的方法 [ 5, 6]来分

析南华大学在校学生的心理状况。

(一 )数据

为了研究南华大学在校学生的心理问题, 特此收集了学

校心里咨询中心的咨询学生数的相关数据记录。数据包括

两个部分:原弘辰公寓心理咨询 ( 2003. 9- 2006. 6)和南华大

学中心心理咨询 ( 2007. 6- 2010. 5)的数据, 以月为单位记录

每月到心理咨询中心咨询的学生人数。

绘制 2004、2005、2008和 2009四年的月份数据的曲线

图,如下所示:

图 1 原始数据的曲线图



  显然, 咨询学生人数在 2月和 8月处于低谷期, 其原因

是学校寒暑假期, 学生离校人数较多的原因。

(二 )趋势分析

本文采用分段平滑的方式 ,来分析数据的趋势和周期特

性。

1、季节周期性分析

首先对数据的季节性特点进行分析,统计每个季度的咨

询人数, 并剔除不完整的数据 (某个季度的月记录数据缺

失 )。计算公式为:

X i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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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
X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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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参数 i= { 1, 2, 3, 4} , 表示季度的编号 (第几个季

度 ); 参数 i表示某个季度内的月份编号 (第几个月份 )。经

过处理后,得到两个新数据记录集, 得到原弘辰公寓心理咨

询 ( 2003年第四季度 ) ) ) 2006年第二季度 )和南华大学中心

心理咨询 ( 2007年第三季度 ) ) ) 2010年第一季度 )的数据,

如下图所示:

图 2 季节周期性的曲线图

  从曲线图来分析, 易见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咨询人数

偏低, 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咨询人数偏高, 这主要是由高

校寒暑假期的影响造成, 寒暑假期学生离校人数较多的原

因, 心理问题的咨询人数较少。

2、年度趋势变化

其次, 对数据的年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考虑到部分年

度的部分月份数据记录缺失, 我们计算每个年度的平均咨询

人数,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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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中参数 i= { 2003, 2004, ,, 2010}, 表示年度的编号

(第几年 ); 参数 j表示年度内的月份编号 (第几月份 )。统

计每个年度的平均咨询人数, 得到一个新数据记录集 (原弘

辰公寓心理咨询和南华大学中心心理咨询按照时间合并 ),

绘制曲线图, 如下所示:

图 3 年度趋势变化的曲线图

  显然,南华大学心理咨询的年度平均数越来越多, 这表

明,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引起足够的

重视,并寻找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三 )趋势预测

本文将对曲线进行短期预测 (未来若干年内 ), 即根据

上述分析所得到的年度平均数,进一步采用预测方法来进行

分析,对南华大学在校学生的心理问题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并建立心里咨询人数与时间变量之间的预测模型。

首先分析曲线的某些特征。咨询人数应该存在一个上

限和下限,即位于 ( a, b )之间, 其中 a= 0, b为某个正整数。

尽管图 3中的曲线上下波动,但其纵坐标取值必位于 ( 0, b)

之间,即曲线向左不可能无限制下降或向右不可能无限制上

升。但就短期的曲线变化而言,南华大学的咨询人数将继续

增长,还未接近上限。本文采用多项式回归的方法进行拟

合。实验时对时间变量进行重新标号, 记为 t= { 1, 2, ,,

8} ,多项式的最好次项定位 t7, 采用 SAS软件 [ 7, 8]进行分析,

并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选择变量。得到的回归模型如下:

Y= 5. 64+ 0. 94* t2 ( 3)

其中统计量 F= 33. 94, P r> F的取值为 0. 0011, 表明模

型通过统计检验,此外模型的拟合优度参数 R2 = 0. 8498,表

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根据得到的模型, 对 2011年和 2012年的数据进行预

测,得到咨询年度平均数分别为 81. 78和 99. 64(年度总人

数为 982和 1196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未来若干年内, 南

华大学在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数将继续上升。主要原因有两

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态度有所改观, 愿意接受

心理咨询,二是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 迫切需要寻找

更为有效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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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理教育的对策研究及建议

通过对大学生心理现状分析, 提出以下建议, 力求改善

南华大学在校学生的心理状况 ,为国家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素

质人才。

(一 )确立心理教育的应有地位

确立心理教育的应有地位是大学生心理教育的前提。

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是学生日常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重要内

容之一, 是高校全体教职员工, 特别是一线辅导员义不容辞

的责任。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摆正心理教

育在学生教育工作中的应有位置, 将其纳入教育目标,努力

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二 ) 开展各种活动, 传播心理知识

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

内容的讲座。同时利用校内各种传播媒介影响大学生健康

成长, 唤起大学生对优化心理素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自

觉要求, 营造人人关心心理素质、重视心理健康的良好文化

氛围。

(三 )聘任专职的心理辅导员

高校辅导员是高校学生工作最基层的领导者、组织管理

者和协调者, 既是教与学双向交流的信息员, 又是学生学习

生活的服务员, 因而最了解学生的思想。他们应对学生中出

现的心理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这就要求辅导员具备心理卫

生方面的知识以及解决心理问题的实践经验。因此把心理

卫生知识的培训作为辅导员上岗前的必修课是非常必要的。

因而辅导员应构建一组沟通的平台,在生活中关注学生的一

言一行, 发现学生中的异常行为和思想, 及时对其进行干预

和纠正。

(四 )加强生涯规划的教育

心理健康通识课以生涯规划为蓝本, 是心理健康教育与

大学生生涯规划的有机统一。生涯规划的概念最早源于 20

世纪初美国的职业辅导领域,后来发展为以毕生发展的观点

来看待职业辅导,将职业行为置于人类发展的整体架构中加

以考察,从而形成了生涯规划。心理健康通识课的目标之一

就是帮助学生习得自我成长的能力, 而生涯规划则是旨在帮

助学生发展出自我成长的一种调节机制。大学生在生涯规

划的过程中实现着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继而影响着生涯规划

的整个过程,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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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M any researchers have pa id attention to them en tal hea lth education, wh ich is a v ita l part o f co llege education. This

paper stud ies the background of m enta l hea lth education firstly, and then extend our research about Un iv ers ity of South China, us ing

po lynom ia l fitting me thod to ana ly ze the future o fm enta l health.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sycho log ica l problem s have been serious

increasing ly. F inally, some use fu l suggestions about the menta l health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 ina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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