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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24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和心理求助意愿的关系。研究表明：

高校是否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和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调查结果，对未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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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心理求助是指个体在遇到心理和情绪方面的困难时，以解

决心理困扰、促进自我心理成长为目的，主动向外在社会资源

寻求包括理解、建议、信息、治疗方法以及支持在内的帮助的

过程。心理求助按照个体选择的求助对象可以分为专业心理求

助（向学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寻求帮助）和

非专业心理求助（向亲人、朋友、学科老师等寻求帮助）。近年

来，大学生心理问题呈现出发生率高、求助率低的特点，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日益严峻。在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群体

中，只有 14.41%的人曾经寻求过专业的心理帮助，低求助率也

导致心理问题成为大学生自杀的最主要原因。鉴于大学生心理

问题的日益突出及较低的求助意愿，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关注点

放在如何提升大学生的专业求助意愿上。 

前期国内外学者对心理求助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求助态

度及求助行为的研究上。在求助态度的研究上，既往研究表明

性别、年龄、家庭冲突水平、家庭经济状况、东西方文化差异、

心理求助污命化、个体自我结构、归因方式、自我表露等内容

都对心理求助态度有影响。在求助行为的研究上，心理问题的

可控性、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忍度和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

自我效能对求助行为有预测作用（夏勉，江光荣，2005）。前人

对于求助意愿的直接研究较少，求助意愿受到求助态度的影响，

同时求助意愿又能够影响求助行为，因此对于求助意愿的研究

有助于更好地对求助行为进行干预。 

近年来，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相关政策文件，如 2023 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在各文件政

策中，都提到了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建设，各省市教育

部门纷纷响应，各高校逐步搭建符合自身校情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开设公共必修课或者公共选修课，旨在提升在校

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水平和求助意愿，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看

待心理问题，采取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自身存在的心理困扰。

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大学生专业求助意愿的提升缺乏实证研

究，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出发，探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大学生

专业求助意愿的提升。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选取了无锡市某高校大一新生进行施测，该高校在

大一学年第一、第二两个学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第一

学期课程结束时，抽取 240 名学生参加测试，其中 120 名学生

已上完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另外 120 名学生并未上《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共回收有效问卷总计 224 份。 

2.2 研究方法 

研究包含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上课情况。采用单选题“你是否已完整上完学校开设的《心理

健康教育》必修课程？”二是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采用 Fischer 

和  Turner1995 年 修 订 的 专 业 心 理 求 助 态 度 量 表 

（ATSPPH-SF）。 共 10 题，分为两个维度：对因情绪问题而

寻求治疗的接受度，寻求治疗的价值观和需要，采用 0-3 的四

级评分，总分为 0-30 区间，得分越高，求助态度越积极，该量

表已在我国修订试用，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三是专业心理求

助意愿。用 5 级评分评价自己“将来遇到心理方面的问题，是

否愿意去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咨询？”。 

本研究用 SPSS27.0 进行数据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和专业心理求助意愿在性别上的差

异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女生求助态度和求助意愿得分均显著

高于男生，结果见表 1。 

表 1 大学生求助态度、求助意愿统计 

 求助态度总分 求助意愿 

男（n=145） 19.32 3.14 

女（n=79） 21.15 3.44 

t -2.347* -2.053* 

注：*P<0.05 

3.2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和专业心理求助意愿在是否上过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差异分析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已经上过《心理健康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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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学生求助态度和求助意愿得分均显著高于未上过《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的学生，结果见表 2. 

表 2 大学生求助态度、求助意愿统计 

 求助态度总分 求助意愿 

已上过课程（n=116） 21.40 3.53 

未上过课程（n=108） 18.44 2.95 

t 4.073*** 4.244*** 

注：***P<0.001 

4.讨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女性求助态度较男性更为

积极，求助意愿更强，这一结果与以往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性别角色冲突和社会对性别角色期待有关。

社会对待男性的期待是希望其能表现出坚强、独立、阳刚、勇

敢的一面，在成长过程中，男性会逐渐接受并内化这一期待，

因此在遇到问题、困难时会认为向他人求助是无能脆弱的一种

表现，更愿意通过运动娱乐来疏导不良情绪，并且情感更为内

敛，不愿与他人袒露自身情感，更容易选择一个人独自面对。

而社会对于女性则没有这方面的期望，女性遇到问题、困难时，

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向他人倾诉，表达自己的困扰，因此在

求助态度上，女性要显著积极于男性，在求助意愿上，女性也

同样显著高于男性。 

是否上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大学生求助意愿和心理求助

态度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大学生求

助态度总分、求助意愿得分均显著高于未上过心理健康课高校

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能够通过课程的开展、活动的设

置、知识的传授帮助大学生降低对心理咨询的污名化程度，增

强对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专业医疗机构的信心，增加对求助态

度的积极性，促进对专业心理求助的意愿。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高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能够有

效提升大学生专业求助态度及求助意愿，对增强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预防危机事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提升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的要求来看，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至关重要的。因

此需要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质量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大学生获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增强求助态度和求助意愿。关于提升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质量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对于部分学校来说，虽然已开设心理

健康教育课，但对于提升学生心理求助的效果仍然很差，可能

存在教师专业能力欠缺，造成课程效果不明显，学生不感兴趣

的情况，也就无法提升学生的求助意愿和行为。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队伍应进行科学系统的学习、进修，使其个人素质、

理论修养、教育能力、实践操作和科研能力等方面都得到显著

的提高和促进，使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够把心理健康的理论、

知识和方法有效地应用于教学教育实践及心理咨询中。二是完

善课程体系，要实际调研当下大学生关注的内容和话题，根据

大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结合社会热点和大学生兴趣点进行

教材更新，制定科学合理的心理健康教育大纲。三是要创新课

堂授课方式，摒弃纯粹的课堂讲授，可采用角色扮演、案例分

析、小组讨论、心理测试等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最后可以增加线下实践环节，如实地参观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参加心理中心组织的各类心理活动，来提升学生

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认可度，进而提升其求助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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