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教法研究 4卷 1期
ISSN:2810-9651

    44

高职院校新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现状及阻碍因素研究

马骏明　张磊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摘　要：随着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高职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但主动在寻求专业心里帮助的意愿及实际寻求行

为仍较少。本研究旨在了解高职院校新生对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分析影响新生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主要因素。本研究采

用问卷调查法对某地高职院校新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了解新生对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心理污名化及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高职院校新生对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总体中等，但与国外及国内

本科院校同阶段学生存在差距。其中，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和心理污名化水平是阻碍新生寻求心理帮助的重要因素。此外，

性别也对新生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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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较

高，其发生率明显高于未上大学的同龄人。目前，精神疾病

和心理问题已成为中国大学生学业失败甚至自杀的主要原

因。根据先前的统计数据，中国大学校园内存在心理问题的

学生比例高达 30%，其中，有 10% 的学生确诊为严重的心

理疾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生群体中，约有 12% 的

学生在刚入学阶段就显现出严重的心理困扰。

大学第一年是每个学生学术生涯和个人成长的重要起

点，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校园生活和个人

生活。如果新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和处理，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时，与高年级学生相比，大学

新生正处于心理健康问题发展的高峰期。心理健康问题还

可能影响新生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他们可能变得孤僻、

退缩，难以与同学建立良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值得注意

的是，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低年级学生被停学或辍学的可能

性更大。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对他们的学

业和校园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完成学业

或适应校园生活。

求助是一种 “与寻求外部帮助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的

适应性应对方式”（Mechanic, 1962, p.27）。寻求专业心理

帮助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种主要应对方式，及时寻求帮助有

助于缓解心理健康问题。美国大学咨询协会的数据指出，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面临心理健康问题，但专业心理健康帮助的

利用率仍然很低，约 64% 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学生从未寻

求过专业服务。在中国，主动寻求心理服务或使用学校提供

的心理健康设施的青少年同样相对较少。调查显示，仅有 

21.4% 的大学生使用过心理咨询服务，38.0% 的本科生和 

11.9% 的大中专学生表示不打算使用高校心理咨询服务。

在重庆的一项调查中，只有 19.57% 的大学生表示会选择

向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

心理帮助 [1]。

推迟寻求专业心理健康帮助或不充分利用心理健康帮

助资源会产生双重影响，既妨碍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业成

绩，又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

研究方法，对高职院校新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心理疾病污名、

以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进行调查分析，并进一步探讨阻碍高

职院校新生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因素。

1. 研究方法与结果 

1.1. 研究工具及对象 

此次调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进行，使用 O'Connor

等人开发的心理健康素养量表（MHLS）和 Mackenzie 等人

开发的寻求心理健康服务态度量表 (IASMHS) 对高职院校新

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心理疾病污名、以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

进行研究。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9 和 0.83。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1500 份 ，回收问卷 1311 份，问

卷回收率为 87.4%。在所回收问卷中有 34 份作答不完整或

选项一致性较高，因此视为无效问卷，剩下的 1277 份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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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7.4%。 同时，参与此次调查的

受访者中男性 854 人（占总人数 75.8%），女性 423 人（占

总人数 33.1%），平均年龄为 18.26 岁。参与调查的告知院

校新生家庭所在地主要分布在乡村（43.54%），其次是城

市（32.26%）和县城（24.2%）。

1.2. 研究结果 

采用 SPSS22.0 对基本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如下 :

1. 高职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素养、心理求助污名以及专

业心理求助态度的描述性分析：

参与测试的高职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素养及专业心理求

助态度得分分别为 105.10±11.34 和 3.22±0.49，均低于其

他国家同年龄阶段学生水平。这可能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心理健康素养及专业心理求助研究活动起步较早 , 发展已相

对成熟并开展了较多心理健康素养和心理求助意识提升计

划。同时，与国内相关研究比较，高职新生的心理健康素养

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低于普通本科院校学生。这一现象的出

现，背后可能有多重原因。首先，高职院校在心理健康教育

的资源配置上可能相对不足，这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

素养，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专业心理求助的态度。其次，高职

院校的文化氛围和社交环境也可能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

影响。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院校可能更注重职业技能

的培养，而对人文素养和心理健康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种

文化氛围可能增加学生对于专业心理帮助的耻辱感，使学生

对专业心理帮助持有消极态度 [2]。

由此可见，高职新生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和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均处于中等水平，因此可能导致高职新生在在实际

生活当中，在面临心理健康问题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意愿

和行为更少。

表 1 心理健康素养、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描述性分析

M SD

MHLS 98.99 7.27

IASMHS 3.22 0.49

2. 对不同性别被试进行 T 检验

结果显示，男生与女生在心理健康素养、污名化水平

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方面差异显著（t=-23.14, P ＜ 0.01; t=-

5.943, P ＜ 0.01；t=-6.133，P ＜ 0.01)。男生专业求助态度

的得分低于女生，说明女生比男生更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

助。其中，在心理开放程度和对污名的忽视这两个维度，女

生分数高于男生，说明与男生相比，女生更愿意与专业心理

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不仅如此，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对

寻求帮助所带来的污名更为宽容。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在

传统文化影响下，不同性别在应对心理问题时所采用的解

决策略和途径的不同。这一结论也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

一致，无论种族和民族，女性都比男性更愿意寻求帮助。

但是，参与研究的高职男女生在求助倾向性这一维度的差

异并不显著 [3]。

表 2 不同性别 T 检验

性别 男生（M±SD） 女生（M±SD） T 值 P 值

心理健康素养 98.28±7.39 100.41±6.83 -4.97 .000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 3.16±0.48 3.34±0.50 -6.13 .000

心理开放程度 2.25±0.64 2.47±0.58 -6.60 .000

求助倾向性 3.88±0.79 3.96±0.77 -1.62 .107

污名忽视程度 3.33±0.70 3.58±0.69 -5.94 .000

3. 高职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素养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及其

各维度在生源地 ( 农村或城镇 )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

论与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进一步验证了城乡

差距在心理健康意识层面上的逐渐缩小。并且，高职院校新

生对于专业心理求助的态度，不再受到生源地的显著影响。

4. 心理健康素养、心理求助污名和求助态度之间的相

关分析

通过对这几个方面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健

康素养越低的高职生，越不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心理求

助污名水平越高，心理开放程度越低。同时，相关分析还显

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的大学生，求助倾向性也越强。

表 3 心理健康素养、心理求助污名和求助态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

心理开放程
度

求助倾向
性

污名忽视
程度

专业心理
求助态度

心理健康素养水
平 1

心理开放程度 .248** 1

求助倾向性 .071* -.124** 1

污名忽视程度 .233** .585** .242** 1

专业心理求助态
度 .255** .639** .597** .857** 1

2. 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高职院校新生对待心理专业求

助态度基本中立，同时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同龄

人群。并且，通过分析，还发现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心理求

助污名水平是影响高职院校新生心理求助态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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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目前高职院校新生专业心理求助存在以下问题。

2.1. 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一般、对心理专业帮助仍然存在

认知偏差

尽管随着国家与高校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视，

各高职院校开展了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 在校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在逐步提高 , 但是，国内现有的心理健康

课程及心理健康素养提升项目大多为科普性质的 , 缺少针对

性。并且，高职院校由于受到心理健康教师数量限制，多采

用大班制授课。所以，当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并不能改变提

升高职学生的求助态度和心理健康素养，提升求助意愿 [4]。

2.2. 专业心理求助污名水平高，求助意愿低

目前仍有部分学生认为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是一件很丢

人的事情，怕被别人嘲笑或看不起。特别是对于新生这一特

殊群体，由于刚刚进入新的环境，在与周围同学建立人际关

系的初期，不想因为自己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寻求专业心理帮

助，而被他人贴上些不好的标签，比如“精神病”或“不正常”，

进而害怕被同学瞧不起。同时，随着对专业心理帮助的污名

水平增高，也会导致有意愿寻求专业帮助的学生放弃求助。

因此，在高职院校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显得尤为

重要，不能简单照搬本科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实现

这一目标，高职院校应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特点深入探索并开

发一系列全面且多样化的课程方案。这些方案应紧密结合学

生的专业背景和实际需求，避免纯理论讲授，有针对性地对

专业心理帮助、心理疾病知识，增强新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

深入了解与全面认知。

在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中，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社交

媒体这一现代传播工具，通过其广泛的覆盖面和互动性，积

极宣传专业心理帮助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营造积极健康的

校园氛围和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心

理健康的认识，减少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误解与歧视。

此外，高职院校还需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与

管理之中。这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渗透心理健康

知识，还需要学校管理人员在日常管理中关注学生的心理状

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通过提升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心理

健康问题的认识，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成

长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高职院校应努力增强学生对专业心理

帮助的信任感，鼓励他们在遇到心理困扰时主动寻求帮助。

这可以通过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建立心

理健康档案等方式实现。同时，学校还应建立健全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帮助，助力

他们健康成长。

结语：

目前，高职新生的求助行为和求助态度并没有被充分

的进行分析和研究，但高职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逐渐

成为高职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高职院校的心理

健康教育并没有很好的提升学生在面临心理健康问题时的

求助态度和意愿。了解高职新生寻求帮助的态度对于识别潜

在的治疗障碍并在出现风险时制定创新的预防举措至关重

要。因此，行之有效的心理求助意愿提升方案和课程需要进

一步被研究和开发，有助于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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