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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海南省大学生心理压力现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大学生心理压力感量表》对

２０５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海南省大学生承载的压力主要有择业压力、学校环境压力、学业压力、情绪压力和人际压力。理工

科学生的学校环境压力感和学业压力感显著高于其他学科学生（犘＜０．０５）；男生的恋爱压力感、自卑压力感和学业压力感显著高

于女生（犘＜０．０５）；非独生子女学生的家庭压力感和挫折压力感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学生（犘＜０．０５）；农村学生家庭压力感显著高

于城市学生（犘＜０．０１）。结论　海南省大学生总体心理压力感状况良好，不同群体间存在一定差异。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合适方

法减轻其心理压力，促进其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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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压力感主要是指个体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生活事

件、突然的创伤性体验、慢性紧张（工作压力、家庭关系紧张）

等压力源时所产生的心理紧张状态［１］。当代大学生正处在一

个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他们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期望，

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国内外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

理压力感主要来源于学业、社交、生活与家庭经济状况、择业等

方面［２８］。Ｈｏｎｇ等
［９］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压力与学习环境、

就业形势、经济状况和个体因素都存在正相关。Ｐｉｅｒｃｅａｌｌ

等［１０］研究发现７５％～８０％的大学生存在着适度的压力，

１０％～１２％的大学生存在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适度的心理压

力可以促进人们工作和学习。但过于强烈、过于持久的（超出

人的适应应对能力的）压力则是有害的，它们不仅会降低人的

工作和学习效率，而且还会损害人的心身健康，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会在其他致病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使人罹患心理障碍和心

理生理疾病［１１１４］。以往研究发现，大学生压力水平常常与认

知缺陷（如注意力集中困难）、疾病、抑郁和焦虑及生活满意度

的减少有关［１５２０］。Ｈｕｄｄ等
［２１］发现压力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也

更多地消费“垃圾食品”，并且更不愿意运动，更不容易获得充

足的睡眠。高水平的压力也削弱了大学生的学业表现［２２］。

因此，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感现状，有助于老师和家长

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压力观，掌

握更加积极有效的压力应对策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随机抽取海南省高校２１０名在校大学生

作为问卷调查对象，收回有效问卷２０５份，有效率为９７．６％。

其中农学类学生４２人，理工类学生６９人，文学类学生４１人，

社会科学类学生５３人；男生８０人，女生１２５人；独生子女６５

人，非独生子女１４０人；家庭所在地来自城镇的学生１１７人，来

自农村的学生８８人。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张林、车文博等人编制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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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感量表》进行调查。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包括两个大维度：个人自身心理压力感和

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个人自身心理压力感主要包括家庭、健

康、适应、恋爱、自卑和挫折６个方面的压力感。社会环境心理

压力感主要包括人际、择业、学校环境、情绪和学业５个方面的

压力感。该量表采用５点计分方式，即“没有”记１分，“很轻”

记２分，“一般”记３分，“较大”记４分，“极大”记５分，被试得

分越高，表明其感受到的心理压力越大。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对所得的数据进

行分析。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狋检验，方差分析ＬＳＤ法进行均

数的两两比较，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海南省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总体情况　对海南省大学生

总体压力感、２个大维度及１１个小维度压力感进行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１。海南省大学生总体心理压力感平均得分为

１．６５９，为较低压力感水平。１１个小维度压力感按程度大小排

序，前５位依次是：择业、学校环境、学业、情绪和人际压力感，

这５个压力感均属于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这一大维度。对个

人自身压力感和社会环境压力感进行配对样本狋检验发现，海

南省大学生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显著高于个人自身心理压力

感（狋＝－１８．８２０，犘＜０．０１）。

２．２　主要学科大学生心理压力感比较　对几种主要学科大学

生各维度心理压力感得分进行方差分析，见表２。海南省不同

学科学生的学校环境压力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学

业压力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其他维度压力感各

学科学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进一步进行事

后多重比较ＬＳＤ结果发现：理工科学生学校环境压力感和学

业压力感显著高于其他学科学生（犘＜０．０５），特别是与文学类

学生的学业压力感差异非常显著（犘＜０．０１），而其他学科学生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１　　海南省大学学生心理压力感现状（狀＝２０５）

项目 均值 标准差

总体压力感 １．６５９ ０．４１７

个人自身心理压力感 １．４１０ ０．３３５

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 １．９３３ ０．５７０

家庭压力感 １．５１６ ０．４１５

健康压力感 １．３２９ ０．３８８

适应压力感 １．２４９ ０．３２６

恋爱压力感 １．４６８ ０．６４２

自卑压力感 １．４１７ ０．４６５

挫折压力感 １．４０６ ０．４６９

人际压力感 １．６７０ ０．５１５

择业压力感 ２．２９４ ０．９６９

学校环境压力感 ２．１０２ ０．８１３

情绪压力感 １．８２１ ０．６６３

学业压力感 １．９３２ ０．６７４

表２　　不同学科大学生心理压力感比较（狓±狊）

项目 农学类（狀＝４２） 理工类（狀＝６９） 文学类（狀＝４１） 社会科学类（狀＝５３） 犉

总体压力感 １．５９１±０．３３２ １．７０２±０．４７８ １．５４０±０．３０６ １．６８６±０．３９９ １．３４８

个人自身心理压力感 １．３６９±０．２９６ １．４０８±０．３６０ １．３６９±０．２５６ １．４６１±０．３５０ ０．７１３

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 １．８３４±０．４４５ ２．０２６±０．６６５ １．７２９±０．４２７ １．９３５±０．５０５ ２．１５２

家庭压力感 １．４５５±０．３４８ １．５０１±０．４４１ １．４４６±０．３３０ １．６１８±０．４４２ １．６０９

健康压力感 １．０９０±０．３５７ １．３１５±０．４０４ １．４００±０．３９５ １．３５５±０．３８８ ０．４８６

适应压力感 １．２０５±０．２８５ １．２８１±０．３７１ １．１６２±０．１８６ １．２６４±０．３１６ １．０８１

恋爱压力感 １．４２１±０．６８６ １．５１３±０．６９５ １．４７６±０．５０６ １．４２８±０．５６９ ０．２９０

自卑压力感 １．２９８±０．３４１ １．４４１±０．５１１ １．３５７±０．３６７ １．４９５±０．４９１ １．６３４

挫折压力感 １．４７１±０．５２２ １．３２８±０．４４４ １．３０５±０．３２０ １．５２５±０．４９１ ２．６１１

人际压力感 １．６０１±０．４２６ １．６３８±０．５３５ １．６５５±０．４７９ １．７８５±０．５５２ １．２６５

择业压力感 ２．１６７±０．７１２ ２．４１６±１．１４７ ２．１１４±０．９０５ ２．２６０±０．８３２ ０．９７１

学校环境压力感 １．９５７±０．６８１ ２．３０１±０．９６０ １．７９０±０．６１５ ２．００８±０．６２５ ３．６２２

情绪压力感 １．７５７±０．５１０ １．８２２±０．７８０ １．５７１±０．４１１ １．９７０±０．６１１ ２．０４３

学业压力感 １．８３０±０．５８０ ２．１４０±０．７５１ １．６０５±０．３６４ １．７９５±０．６０５ ５．９１１

２．３　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比较　对不同性别大学生

心理压力感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３。海南省大学男生恋爱压力

感、自卑压力感和学业压力感均显著高于女生（犘＜０．０５）。其

他维度压力感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４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比较　海南省非

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家庭压力感和挫折压力感显著高于独生子

女大学生（犘＜０．０５），其他维度压力感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城乡来源大学生心理压力感比较　对城乡大学生心理压

力感情况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５。海南省来自农村的大学

生各维度压力感得分均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其中来自农村

的大学生家庭压力感显著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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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维度压力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３　　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比较（狓±狊）

项目 男（狀＝８０） 女（狀＝１２５） 狋

总体压力感 １．７１０±０．５０７ １．６２６±０．３４５ １．３００

个人自身压力感 １．４６９±０．４１３ １．３７２±０．２６９ １．８４８

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 １．９７５±０．６６９ １．９０５±０．４９６ ０．８０９

家庭压力感 １．５２７±０．４８２ １．５１０±０．３６９ ０．２６２

健康压力感 １．３２８±０．４０９ １．３３０±０．３７６ －０．０３８

适应压力感 １．２９０±０．３９６ １．２２２±０．２７０ １．３４０

恋爱压力感 １．６５４±０．８１４ １．３４９±０．４６９ ３．０４１

自卑压力感 １．５２８±０．５５７ １．３４６±０．３８１ ２．５６６

挫折压力感 １．４２５±０．５６２ １．３９４±０．４００ ０．４３５

人际压力感 １．７０６±０．６３８ １．６４７±０．４１９ ０．７３５

择业压力感 ２．２１０±１．０２３ ２．３４７±０．９３４ －０．９８８

学校环境压力感 ２．２００±０．９６３ ２．０４０±０．６９８ １．２８５

情绪压力感 １．８０３±０．７５０ １．８３４±０．６０４ －０．３１２

学业压力感 ２．０７９±０．７７８ １．８３９±０．５８２ ２．３６５

表４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比较（狓±狊）

项目 独生子女（狀＝６５）非独生子女（狀＝１４０） 狋

总体压力感 １．５８６±０．３８７ １．６６９±０．３９９ －１．３６８

个人自身压力感 １．３６２±０．３１１ １．４２２±０．３３０ －１．２０５

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 １．８３２±０．５２１ １．９４１±０．５４３ －１．３１９

家庭压力感 １．４０２±０．３５７ １．５５４±０．４２３ －２．４６６

健康压力感 １．３０５±０．３４２ １．３２４±０．３９０ －０．３３６

适应压力感 １．２１３±０．２８３ １．２６１±０．３４２ －０．９６９

恋爱压力感 １．５００±０．６５８ １．４３２±０．５７３ ０．７３９

自卑压力感 １．４０６±０．４７３ １．４２７±０．４６７ －０．２９３

挫折压力感 １．３０２±０．４１６ １．４５０±０．４８７ －２．２０５

人际压力感 １．５７６±０．５１４ １．６９５±０．４９６ －１．５４５

择业压力感 ２．０９８±０．８８１ ２．３２６±０．９５４ －１．５８９

学校环境压力感 ２．０６６±０．７９２ ２．０７１±０．７７９ －０．０４９

情绪压力感 １．７５７±０．６３０ １．８１１±０．６１９ －０．５８６

学业压力感 １．８２２±０．５８１ １．９４６±０．６８０ －１．２３９

表５　　城乡大学生心理压力感比较（狓±狊）

项目 城市（狀＝１１７） 农村（狀＝８８） 狋

总体压力感 １．５７９±０．３５１ １．６８３±０．４３６ －１．５８８

个人自身压力感 １．３６９±０．３０３ １．４５７±０．３５５ －１．５９５

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 １．８０９±０．４６９ １．９３２±０．５６５ －１．４２８

家庭压力感 １．４３７±０．３９０ １．６２２±０．４３３ －２．７０８

健康压力感 １．３１８±０．３５９ １．３３６±０．３６０ －０．２９７

适应压力感 １．２３９±０．３２０ １．２４０±０．３３５ －０．０１０

恋爱压力感 １．４２７±０．５１２ １．４８４±０．６６５ －０．５８４

自卑压力感 １．４１２±０．４５７ １．４９３±０．５１５ －１．００７

挫折压力感 １．３３８±０．４１８ １．４６７±０．５１３ －１．６５６

人际压力感 １．６０９±０．４４３ １．７２２±０．５０７ －１．４２４

择业压力感 ２．０５６±０．９０８ ２．３１５±０．８９８ －１．７２８

学校环境压力感 ２．００３±０．７２５ ２．０２９±０．７４２ －０．２１８

情绪压力感 １．７１３±０．５３８ １．８４３±０．６７２ －１．２８５

学业压力感 １．７９１±０．５８７ １．８９３±０．６５２ －０．９９７

３　讨　　论

　　从高中到大学，个体告别了青春期，但还没有进入完全承

担责任的成人世界，这一时期为成人初显期。成人初显期的目

标就是探索和建立自我同一性［２３２４］。此时，他们相对独立，很

多人远离家乡，可以不受父母的管束，但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需

要全身心投入的成人生活，这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各种

不同的生活方式及选择。如他们可以通过友谊、学业、职业、恋

爱等方面进行自我探索。这种成长和转变是积极且必要的。

然而，成长和转变也常常会带来压力体验。如环境的改变、学

习方式的转变、友谊和爱情的抉择、各种竞争乃至未来发展方

向的抉择等等，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困惑和压力。本研究发现

海南省大学生总体心理压力感状况良好，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关

注的问题。

３．１　海南省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现状总体分析　海南省大学生

社会环境心理压力感得分显著高于个人自身心理压力感，这与

禹玉兰等［２５］的研究结果一致。其中程度最高的为择业压力

感，这可能与社会大环境有关。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连年

剧增，好的就业岗位竞争比较激烈，这种竞争态势往往是全省

乃至全国性的，因此择业压力感排在第１位不足为奇。排在第

２位的是学校环境压力感。海南省内高校与省外其他重点大

学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海南省内的大学生也深知这一点，部分

省内学生倍感失落，觉得前途渺茫，因此学校环境压力感也比

较强。排在第３位的是学业压力感。大学的学习由中学时期

的“喂养式”变为“放养式”，这种变化使得学生在学业方面产生

了一些压力，一些在中学很优秀的学生来到大学，面对更多优

秀的学生时感到竞争压力很大。没得到理想的分数，没拿到奖

学金，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在他们心中激起波澜。

３．２　海南省不同学科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现状分析　海南省高

校不同学科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在学校环境压力感和学业压力

感两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理工科学生的学校环境

压力感和学业压力感均显著高于其他学科学生，特别是与文学

类学生的学业压力感差异非常显著，农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类

学科学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其他方面压力感，各学科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徐长江等［２６］所做的浙江省大学

生压力总体状况调查研究结果类似，他们认为理科大学生的学

习压力、社交压力、自我发展与择业压力及总体压力感高于文

科大学生。学业压力感方面，理科生的学习任务与负担显然要

高于文科生，而且理工科学生平时经常要做实验，而海南省高

校现有的学习条件、实验条件可能不如那些科研型大学，他们

担心自己竞争不过重点大学的学生，因此他们的学校环境压力

感也比较大。

３．３　海南省高校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比较分析　海

南省高校男大学生恋爱压力感、自卑压力感和学业压力感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女生，其他方面压力感男女生得分并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这与他人研究结果有类似之处。这可能因为现在

男性比例远大于女性，择偶方面可能处在被动地位，而且一般

男性比女性心理成熟要晚，男大学生在遇到情感问题的时候情

绪波动较大，心理韧性可能不如女生，所以他们有更大的恋爱

压力感。而男生因成熟较晚，大学时期对自己的评价还不够全

面，使得他们的自卑压力感偏高。男生学业压力感较大可能是

因为大学中女生学习比较努力，成绩一般比男生好。而且，在

竞争条件下，男性的成就动机高于女性，对结果怀有更高的期

望［２７］。另外这可能也与男女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有关，社会

更多地期望男性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社会的重任，这种观念

会通过家庭、社会的运作对男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因

竞争激烈，而感到更大的心理压力。

３．４　海南省高校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比较

分析　海南省非独生子女学生的家庭压力感和挫折压力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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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独生子女学生，其他方面压力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

与车文博等［５］研究结果有类似之处。非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里

没有独生子女那样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对于自己的前途和人

际方面更为看重，也就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容易产生

心理压力。再加上很多非独生子女来自于计划生育管理不严

的农村，经济条件本身就落后，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别人有

而自己没有，难免会感到自卑和心理不平衡，所以不难理解，为

什么他们感受到更大的家庭压力和挫折压力。

３．５　海南省高校城乡来源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比较分析　海

南省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各维度压力感得分均高于来自城市的

大学生，其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家庭压力感显著高于来自城市

的大学生，其他维度压力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因为农

村与城市生活存在一些反差，特别是在农村与城市生活水平差

距比较大的地方，许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家庭收入微薄，学费

都是靠国家助学贷款，很难负担得起生活费，而同学中又经常

有攀比的现象［２８］，使得农村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家庭压力感。

另外，由于从小生活在经济困难的家庭，往往想出人头地，走出

困境，再加上有的家长也会给孩子灌输这种理念，使的农村大

学生家庭压力感较强。

综上所述，教师和家长应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感现状，

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辅导员应将思想

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积极关注学生思想动态，运

用一些心理咨询的方法，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特别是针对不同

学科、不同性别、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经济困难大学生及不同地

区学生的心理压力特点，相应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和课

程，传播心理卫生知识，培养大学生积极心态，提高他们的抗挫

折能力及辩证统一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他们掌握更加积极有效的心理压力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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