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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以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皮 婧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科学系，云南 丽江 674100)

摘 要：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就读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

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青年水平；不同性别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存在差异，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男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女性大学生。分析了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原因，并

提出合理建议，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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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in the Frontier Ethnic Region

--Take Lijiang Teachers Colleg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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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u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the frontier ethnic region was investigated with the SCL-90 (Symp-

toms Checklist 90 or Self-reporting Inventory),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how that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college student in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youth, and there are mental health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that is,

mal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better tha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 causes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are analyzed

and the proposals are also put forward in the article, which lays a good foundation to carry out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al work ac-

cordingly in frontier ethn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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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内在要求，是加强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在要求，也

是大学生成长的内在要求[1]。想要提高开展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的现状有所了解。本研究采用了 SCL-90症

状自评量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根据测试结果提出了加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教育措施，为更有针对

性的开展好边疆地区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

供了方便。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调查以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采取随

机抽样的方法，对 1 818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测

试。其中，男生 297 名，女生 1 521 名；来自城镇

的学生 1 622 名，来自农村的学生 196 名；汉族学

生 1 260 名，少数民族学生 558 名，年龄区间为

17～22 周岁，详见表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为测量工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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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90症状自评量包括90 个项目，采用1～5 五级

评分，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9 个因

子。该量表在国内被广泛运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能够较好的反映被试的精神症状严重程度，尤

其是在精神卫生领域。

二、研究结果

（一）基本统计结果

根据表 2 可以看出，全体被试的 SCL-90 总均

分及各因子得分在 1.30～1.77 之间，均低于 2 分，

表明调查被试的心理健康情况总体良好。各因子

中，得分稍高的因子有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和

抑郁。

（二）与国内青年常模比较

从表 3 可以看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 9
个因子均分中，强迫症状、焦虑、恐怖、精神病性

因子均分显著高于国内青年常模[3]。这意味着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在强迫症状、焦

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上低于全国青年一般水

平。与之相对应的是，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敌对、偏执因子均分显著低于国内青年常模。

也就是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因子

上高于全国青年一般水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

生总均分显著高于国内青年常模，这表明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低于全国青年一

般水平，这与国内类似的研究结论一致[4-5]。

注：**p≤0.01,*p≤0.05

(三)不同性别学生的差异比较

从表 4可以看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女大学生

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

精神病性6 个因子上的均分显著高于男生，即除躯

体化、恐怖、偏执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男大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女生。

注：**p≤0.01,*p≤0.05

（注：文章中只列出有显著差异的表格。）

三、分析与讨论

（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总体心理健

康状况良好

在总体症状指数中，各因子的得分均在2 分以

下，表明被试在9 个因子上的症状不明显，即边疆

表1 被试构成

大一
大二
大三
总 和

性别
男

162
115
20

297

女
774
636
111

1 521

生源地
城镇
839
678
105

1 622

农村
97
73
26

196

民族
汉族
646
528
86

1 260

少数民族
290
223
45
558

总 和

936
751
131

1 818

总均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它

人数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1 818

平均数
1.49
1.30
1.77
1.59
1.53
1.48
1.47
1.44
1.42
1.42
1.49

标准差
.46
.43
.59
.55
.57
.54
.55
.52
.49
.46
.52

表2 SCL-90测试得分情况

表3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与

国内青年常模SCL-90测试结果的比较

因子名称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附加项
总均分
总分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大学生 N=1818
1.31±0.43
1.77±0.59
1.59±0.55
1.53±0.57
1.48±0.54
1.47±0.55
1.44±0.52
1.42±0.49
1.42±0.46
1.49±0.52
1.49±0.46

134.47±41.46

国内青年常模

1.34±0.45
1.69±0.61
1.76±0.67
1.57±0.61
1.42±0.43
1.50±0.57
1.33±0.47
1.52±0.60
1.36±0.47
1.33±0.45
1.44±0.43
129.6±38.7

t
-3.16
6.10

-13.19
-3.12
4.71

-2.13
8.78

-8.57
5.43

13.49
5.00
5.00

P
.002*
.000**
.000**
.002*
.000**
.0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4 不同性别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

SCL-90测试结果差异比较

因子名称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精神病性

总均分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数
297

1 521
297

1 521
297

1 521
297

1 521
297

1 521
297

1 521
297

1 521

平均数
1.64
1.80
1.48
1.61
1.39
1.56
1.37
1.50
1.37
1.49
1.36
1.42
1.40
1.51

标准差
0.58
0.59
0.54
0.55
0.57
0.56
0.52
0.54
0.54
0.55
0.49
0.46
0.47
0.46

t
-4.22
-3.58
-4.73
-3.98
-3.38
-2.28
-3.96

自由度
1 816
1 816
1 816
1 816
1 816
1 816
1 816

P
.000**
.000**
.000**
.000**
.001**
.02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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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生有比较良好的心理健康状

况，具备进行各类专业学习的心理基础。与全国青

年常模比较结果显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心

理健康总体状况低于全国一般水平。具体来说，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在强迫症状、

焦虑、恐怖、精神病性因子上低于全国青年一般水

平；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

因子上高于全国青年一般水平。与国内青年常模比

较的结果说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要低于国内青年的一般水平，主要表现在躯

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5 个因

子上。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是全国民族种类最

多的省份。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处云南省西北

部丽江市古城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

12 个少数民族。学校面向云南省及省外十八省市、

自治区招生，生源90%主要来自云南省省内，学生

中主要有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傈僳族、纳西

族等多个民族。丽江师专地处滇西北少数民族地

区，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开展，更好地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发展和

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调查发现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全国青年一般水

平。主要原因有：

1.家庭经济因素。虽然学校面向全国18 个省市

招生，但是90%以上的生源仍来自云南。云南是农

业大省，山区多，多数家庭经济来源单一，多以种

植农作物为主要收入来源。连续多年干旱、洪涝和

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收入微薄，加上子女数

多，很多家庭经济状况糟糕，所以在校大学生贫困

面大。面对家境贫困压力，部分学生难免心理失

衡，导致孤独、自卑、失落、人格偏执、甚至

敏感。

2.教育因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父母普

遍受教育程度低，生活环境闭塞，父母对学生的关

心更多局限于生活，对专业学习的关注度远远不

够，这让大学生们将面临除了生活外更大的来自学

业的压力，专业学习的压力使得对大学生活的不适

应，导致学生更加的自卑、敏感、失落，严重影响

到心理健康状况。

3.人际因素。家庭经济不理想，家长知识结构

单一，缺乏社交相关知识的传授。学生进入学校

后，注意力从高中时代的以学习为主更多的转移到

了除学习以外的很多方面，如与人相处和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成了很多大学生迫切需要面临的问题，

但是缺乏社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导致学生自卑感

更重，不敢交往，担心自己说不好话，恐惧被人看

不起，导致心理封闭，倍感寂寞，人际交往敏感，

甚至反映出身体不适感。

4.就业压力。随着国家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进

程，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愈演愈烈。受地域

局限，相比发达地区的高校教育而言，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大学的教育资源有限，学校管理相对原始，

生均经费低，学生毕业后的竞争力远不如其它重点

名牌大学。同时因受父母传统观念的影响，铁饭碗

的就业观念根深蒂固，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回生

源地就业，很少选择异地就业。学历层次、学校背

景、就业观念等诸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造成影响。

（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男大学生心理健康水

平优于女生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

精神病性6 个因子上的状况都比同地区的男性大学

生要糟糕。这与其它类似研究结论一致。如张兵等

人的研究显示：“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优于女

生”[6]。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男性在角色认同方面

就比女性更多的被赋予了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有

关系，在面对一些问题时，不容易受到情绪等因素

的干扰。

四、对策与建议

（一）重视并完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项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

工作，而且此项工作的成效往往渗透在学校德育工

作之中，不明显。所以，能得到学校管理者的重视

和支持非常重要，意识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重要性并能给予经费支持，建立一套从学校层面到

各系层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学

校层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负责开设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讲座、开展团体辅导和个别咨询，同时开通

网络咨询或心理热线等辅助咨询平台。各教学系层

面依托专职辅导员负责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及时发

现学生的心理困惑并能及时给予解决，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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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由专业人员进行

咨询。

（二）坚持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的结合

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为基础，对

全体学生进行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自我心理维护

知识的教育。同时，开展针对新生的、女生的心理

讲座或培训，心理剧的编排演出，心理影片周，心

理学知识宣传专栏出版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心

理健康知识普及活动。而对于有心理困惑的学生，

则需要通过辅导员的耐心疏导，将问题解决在萌芽

状态。辅导员解决不了的心理问题，则由学校层面

的专业的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老师来帮助解决。

（三）营造健康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的影响是积极的。通过学校组织的各类竞技体育、

文化娱乐活动，营造良好的心理氛围，在传播正能

量的同时，让学生能在活动中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认

同感，锻炼和提高与人沟通的技巧和方法，加强团

队协作能力，不断完善和塑造健全人格，从而达到

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

目的。

（四）将心理健康相关知识融入就业指导课程

之中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落后，通

过就业指导课的开展，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择业和就业观。在就业指导课中，融入心理学相关

知识，引导学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职业规划，不仅

能更好地提高面临就业压力的时候的自信心，更能

提高就业应试的成功率。同时由辅导员组织并帮助

毕业班大学生进行就业前的心理调试，这也让面临

就业的大学生能更加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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