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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理近十五年来关于心理学和非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状况的文献,总结心理学专

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优势因素,进行展望,对心理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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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on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psychology and non-psychology majors in 

the past 15 years,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ous factors of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sychology majors, makes outlook, and provides reference and hel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y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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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理学作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

一直被列入国家重点的发展学科。截至

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260所高校拥有独

立心理学系,超过100所高校拥有心理学

专业硕士点,超过20所高校拥有心理学

博士点,心理学专业大学生队伍十分庞

大并逐年增加。笔者认为,心理学专业学

生作为一个独特的大学生群体,与非心

理学专业大学生相比,系统接受过心理

学基础课程教育,更加广泛参与心理学

实践,更为深刻了解心理学的奥秘,在心

理健康水平和心理问题应对方面应该与

非心理学大学生有所不同。笔者研读了近

十五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心理学和非心理

学大学生差异性研究的文献,结和当下问

题和实践,总结我国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在

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问题应对方面的特

点,望对今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

学专业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1 关于心理学专业和非心理学

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着

的环境并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其认知,

情绪反应,意志和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

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国内外专家将

大学生心理健康标准规定为以下八条：

智力正常且充分发挥、情绪健康、意志

健全、人格完整、自我评价正确、人际

关系和谐、适应能力强和心理年龄符合

大学生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心理学专

业大学生比非心理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高且心理学学习的投入与心理健康

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在人格

方面,心理学专业大学生有14项性格优

势得分(特别是爱与被爱的能力、公平、

感激、正直维度)显著高于非心理学专业,

并且有六项性格优势得分随年级升高而

逐步增加。在生活体验方面,心理学专业

大学生拥有更高的幸福感,且心理学专

业知识量可以直接提升幸福感水平[2]。 

比较心理学专业和非心理学专业大学

生,其客观差异无非存在于两个方面：专业

选择和是否系统学习心理学基础知识。首

先,心理学专业的选择体现了大学生对心

理学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学形象的

完整认识。大学生在面对心理问题是否会

寻求主动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

学在这些大学生心中的形象[3]。在高考志

愿报名时,主动选择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一

定是对心理学知识有着开放的态度,对心

理学有着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对心理学

职业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会更加认同

心理学和职业人员,放松自己的防御。其次,

心理学专业学习不同于大学普遍开展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它会给学生建立一

套系统完整的正确的心理体系。况且,由

于高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时间较短,课程

整体教学质量和水平存在弊端,学生普遍

重视程度不够,使得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4]。心理学专业

大学生通过心理学知识的系统学习,能够

更加敏感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积极主动

调整自己的认知,将理论知识为我所用,

提升自我心理健康状况[5]。 

2 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优势因素 

由于系统的专业心理学知识的学习,

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在心理问题的预防和

应对方面比非心理学专业大学生更具有

优势。整理相关研究,这些优势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社会支持、防御机制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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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自我和谐程度。 

2.1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接

受其他个体在团体物质上、情感上、信息

上的帮助、指导和建议。社会支持一方面

是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充分保护,对

应激起到缓冲作用,另一方面是对维持一

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6]。 

研究表明,心理学实践课程的学习可

以提高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调节能力,

指导他们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自

我调适能力的提高[7]。专业心理知识能够

使学生更加正确认识自我、自我与他人和

与社会的关系,围绕大学生个人成长中的

重大主题和重大生活问题来整理解决未

完成事件,完善自我,从而提升自我的觉

察能力。大学阶段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

键时期,大学生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建立正确的社会认知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同时,拥有

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对大学生心理问

题求助行为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2.2防御机制的使用。精神分析理论

认为,防御机制是个体在潜意识中,为减

弱回避或克服本我和自我的冲突带来的

挫折、焦虑、紧张等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手

段,借以保护自己。近年来,随着防御机制

概念的泛化,人们认为防御机制并不是完

全处于无意识层面,它也可以通过有意识

地表现出来,包括成熟型、中间型和不成熟

型三种类型[8]。而防御机制的使用与心理

健康状况水平密切相关,不成熟型防御机

制和中间型防御机制的不合理使用是导致

心身障碍发病重要的中介因素[10]。 

研究表明,非心理专业学生处在压

力状况下时,会更多采用不成熟和中间

型防御机制,而心理专业的学生则相对

稳定[9]。多项研究也普遍认为,心理学专

业大学生的防御机制明显优于非心理专

业的大学生。分析原因,一方面,心理学专

业知识会涉及如何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

情绪和如何进行心理保健,所以,当学生

遭遇生活中的消极事件时,不会盲目地增

加使用不成熟防御机制,而是会理性看待

自我的反应,正确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维持心理健康水平的稳定。另

一方面,大学生系统了解自己的防御方式

的特点,学习维持心理平衡和化解心心

理问题的方法和策略,“知己知彼”,矫

正不成熟的防御机制,保持稳态发展。 

2.3自我和谐。自我和谐是罗杰斯理

论的核心理念之一,被定义为自我内部

的协调一致和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

包括多个维度。大学生自我和谐与心理

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可作为评估心理健

康状况的一项指标[11]。 

从自我灵活度维度来看,心理专业的

大学生自我和谐水平中自我的灵活性高于

全国常模[12]。具体到共情能力维度,心理学

专业学生在共情识别、共情理解、共情应

对三个维度及共情能力上总分都高于非心

理学专业学生,且在情绪表情识别得分上

也高于非心理系学生[13]。马玥璐等人通过

创伤和非创伤图片的ERP研究,说明心理学

专业学习者创伤共情能力更强,并且不容

易受消极图片的影响,有更好的应对创伤

事件的能力。同时,肖威龙等人通过调查研

究也证明疼痛共情符合上述规律。 

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在学习中掌握了

一定的人际关系技巧和自我调节方法,

可以减少人际关系的困扰,更加健康和

谐生活和学习；而较高的共情能力是一

名优秀心理学工作者的最基本的职业素

质之一,高校对心理学大学生共情能力

的培养提升他们的共情能力,可以使学

生站在他人的角度上去感知和理解他人,

敏锐感受他人躯体和心理的反应,投入

更多认知资源,客观分析负性生活事件,

形成更加成熟稳定的人格。 

4 研究方法及未来展望 

关于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研究,研

究范围广泛,角度详尽,以问卷法、调查

法为主,被试样本大,问卷调查结果容易

量化,便于统计处理与分析。但心理学专

业大学生学习过心理测量学方面的知识,

对于一些问卷的题目测试到的目的都比

较清楚,不排除为显示自己身体健康或

者潜意识追求健康而作假的可能。少数

研究通过ERP设备进行相关实验可以更

加精确得出相关关系。研究对象大多是

某一学校的心理学和非心理学专业大学

生,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探究不同类型

高校中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差异,或者

集中于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心理学专业知

识学习程度进行相关研究,得到对心理

学本专业学科建设更加有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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