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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科新生心理压力来源与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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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发放问卷和个体调查的方式对大学本科新生的心理压力来源进行调查研究。
分析了本科新生的心理压力特征，重点包括生源地、性别以及院系因素等。在调查结果的基础

上，从学生工作者的角度出发，针对本科新生体现出来的心理压力提出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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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压力 之 父”加 拿 大 心 理 学 家 汉 斯·薛 利

（Ｈａｎｓ　Ｓｅｌｙｅ）认 为：压 力 是 由 生 理 系 统 对 环 境 刺

激的一系列认知和行为体验反应。从心理学角度

出发，压力是指外界环境刺激所引起的个体躯体

机能和心理活动变化所造成身体和心理的紧张状

态，从 心 理 学 角 度 压 力 也 通 常 被 称 为 心 理 压 力。
外界环境刺激是引起个体心理压力的直接原因，
同时由于个体的差异能够体现出不同的刺激响应

以及耐受程度。
对于大学本科新生，刚刚结束中学生活学习，

来到新的大学环境，可能面临学校的改变、城市的

改变甚至地区差异，同时还将面对新的同学、老师

以及新的学习内容等。外界环境改变较大，通常

也将引起相应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将体现

出对应的特征。大学本科新生的心理压力来源及

特征与诸多因素相关，高校学生工作者在开展工

作的时候，不仅需要整体把握本科新生的心理压

力来源及特征，而且如果能够具体了解不同个体

的心理压力来源及特征，在进行心理干预的时候

做到有的放矢，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针对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较多［１－３］，

而且有许多学者已经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

时也有对大学生心理压力源的研究［４］，但 研 究 的

重点往往是笼统的进行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测量，
或者是某一类大学生的专门研 究［５－７］以 及 如 何 减

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８］，少有专门针对大 学 新 生

的心理压力源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发放问卷和个体调查 的 方 式，

对大学生本科新生的心理压力来源进行分析，涉

及个体因素、经济因素、学习因素、人际关系因素、
未来就业因素等，总结了大学生本科新生的心理

压力特征，最后对高校学生工作者提出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发放和个体调查的

方式。问卷发放对象包括北京工业大学建工学院

与应用数理学院大一本科新生，此次问卷调查共发

放问卷２８３份，回收２８３份，回收率１００％。其中有

效问卷２８１份，无效问卷２份，有效率９９．２９％。
由于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市属院校的 特 点，在

接受调查的学生中，生源地为北京的学生总数为

１７２人，占总人数的６１．２％；生源地非北京的学生

总数为１０９人，占总人数的３８．８％。被调查院系

为理科和工科院系，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男生总

数为２０９人，占总人数的７４．４％；女生总数为７２
人，占总人数的２５．６％。个体调查主要采用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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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方式，主要评测被调查对象对问卷回答的

主观理解以及问卷中主观选项的答题考虑。

　　三、本 科 新 生 心 理 压 力 来 源 与 特 征

分析

　　（一）心理压力来源分析

调查对象对于“最难处理的问题”的回答情况

见表１。选择“其 他 问 题”的 调 查 对 象 填 写 了“家

庭问题”和“健身问题”。对于其他可能的压力来

源，包括身体健康、外形外貌以及家庭关系等，在

问卷中和个体调查中也进行了考虑，其调查结果

如表２至表４所示。

表１　最难处理的问题答题情况

选项 经济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 恋爱问题 学业问题 未来就业问题 其他问题 都不是问题

人数 ５３　 ７１　 ６５　 １５１　 １５１　 ７　 ２２

百分比 １８．９％ ３０％ ２３．０％ ５３．７％ ５３．７％ ２．５％ ７．８％

表２　身体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

选项 很好 较好 变得很糟 身体一直不好

人数 １４６　 １１８　 １２　 ５

百分比 ５２．０％ ４２．０％ ４．３％ １．８％

表３　对自身相貌的满意程度

选项 很满意 还可以 不满意 非常糟 不在乎

人数 ４６　 １９７　 １９　 ３　 １６

百分比 １６．４％ ７０．１％ ６．７％ １．１％ ５．７％

表４　与父母（家长）的关系

选项 很好 较好 一般 很紧张

人数 １７１　 ９１　 １８　 １

百分比 ６０．９％ ３２．４％ ６．４％ ０．３％

从表１可以看出：“学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

题”是大学本科新生心理压力最大的来源，然后依

次是 人 际 关 系 问 题、恋 爱 问 题、经 济 问 题 以 及 其

他，选择“都不是问题”的调查对象并不多，仅占总

人数的７．８％。从 表２可 以 看 出，本 科 新 生 从 身

体角度来说对新环境适应的较好，由于环境变化

造成身体适应不好的同学仅为４．３％。从表３可

以看出，由于相貌原因给新生带来心理压力的比

例大约在７．８％，绝 大 多 数 同 学 对 自 身 相 貌 比 较

满意。另外，根据表４的结果，９３．３％的同学与父

母（家长）关 系 很 好 或 者 较 好，仅 有０．３％的 同 学

认为与父母（家长）关系紧张。

综合表１至表４的结果可以发现，大一本科

新生对环境的适应、相貌，以及与父母的关系，基

本上都表现出较好的适应度和满意度。因此，可

以暂且排除这些因素对于其心理压力的影响。从

而得知，大一本科新生的心理压力来源主要是未

来就业压力和学业压力，然后依次为人际关系压

力、恋爱压力和经济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调查对象是刚刚 进 入 大

学校门的大一本科新生，但“未来就业压力”已经

和“学业压力”一样成为了过半学生的首要压力来

源。考虑到学业问题和未来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

相关性，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目前客观存

在的毕业生就业压力和大学生就业失 衡 现 象［９］，
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目前本科新生对社会问题的关

注以及对自身的长期规划。如果能够对本科新生

给予适当的引导，学业压力和未来就业压力能够

对同学的学习和未来规划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二）本科新生心理压力特征分析

在探清本科心理压力来源的基础之 上，为 了

深入分析其心理压力特征，对问卷结果按照生源

地、性别、院系等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１．生源地差异

结合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市属院校的 特 点，对

北京生源和非北京生源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
表５给出了对于最难处理问题的回答情况。

表５　北京与非北京生源的调查结果比较

选项 经济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 恋爱问题 学业问题 未来就业问题 其他问题 都不是问题

北京生源 ８．８％ １２．１％ １３．４％ ３０．０％ ２８．３％ ２．０％ ５．５％

非北京生源 １２．３％ １６．０％ １１．３％ ２６．９％ ３０．７％ ０．５％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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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５，北京生源同学的压力来源依次为：
学业问题、未来就业、恋爱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
济问题；而非北京生源则依次为未来就业、学业问

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恋爱问题。二 者 在

顺序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二者差异不

大，“学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题”均为的心理压

力的两个主要来源。因此，生源地对于心理压力

的影响并不大。
在对“自身相貌满意程度”以及与“与父母（家

长）关系”的调查中，不同生源地的答题情况基本

相同。
在对“身体在新环境的适应程度”的调查中，

非北京生 源 学 生 体 现 出 比 北 京 生 源 更 好 的 适 应

性，表示“适应很好”或者“很糟”的非北京生源同

学比例分别为５５％和３％，而对应的北京生源同

学比例分别为４９％和６％。经过对被调查同学的

个体调查，造成该差异的可能原因是由于非北京

生源的同学在中学阶段的住校比例较高，虽然离

开家乡但对大学生活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强，还有

可能是由于北京工业大学的住宿、吃饭等学校条

件相对于大一新生高中学校的条件有所提高，虽

离开母校但新的大学环境比较容易适应。

２．性别差异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本科新生的心理 压 力 来

源和特征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表６给出了对于

最难处理问题的回答情况。

表６　不同性别学生调查结果比较

选项 经济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 恋爱问题 学业问题 未来就业问题 其他问题 都不是问题

男同学 １０．２％ １３．６％ １４．７％ ２７．０％ ２８．３％ １．６％ ４．７％

女同学 １０．３％ １４．０％ ６．６％ ３３．８％ ３１．６％ ０．７％ ２．９％

　　根据表６，男同学的压力来源依次为：未来就

业问题、学业问题、恋爱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

问题；而女同学则依次为学业问题、未来就业、人

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恋爱问题。对于不同性别

同学，“学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题”仍然为心理

压力的两个主要来源。但对于女同学而言，这两

个问题的比重更大，尤其是在学业问题上，女同学

较男同学高出近七个百分点，而在未来就业问题

上，女同学也比男同学高出三个百分点左右。根

据调查分析，其主要与男女生的学习习惯和心理

状态有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女同学，
男同学的“恋爱问题”压力更大。根据调查分析，
其原因主要是与理工科院系的男女生比例较大所

造成的。

在对自身相貌的评价上，男、女同学的调查结

果基本 一 致，分 别 有８８％、８４％表 示 非 常 满 意 或

者比较满意；但在身体状况对新环境的适应上，表
示能够“很好适应”的男同学比例为５４％，较女同

学的４６％高出一定比例。根据调查分析，这主要

与男女生身体素质的差异引起的，男生的身体素

质相对于女生来说较强一点，因此，其适应性也相

对较好一些。

３．院系差异

该调查问卷在建工学院和数理学院 展 开，其

中建工学院接受调查的人数为１５８人，占总人数

的５６．２％；数 理 学 院 接 受 调 查 的 人 数 为１２３人，
占总人数的４３．８％。表７给 出 了 对 于 最 难 处 理

问题的回答情况。

表７　不同学院学生调查结果比较

选项 经济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 恋爱问题 学业问题 未来就业问题 其他问题 都不是问题

建工学院 １１．２％ １３．６％ １５．６％ ２６．４％ ２６．４％ １．４％ ５．４％

数理学院 ９．０％ １３．９％ ８．５％ ３１．８％ ３２．７％ １．３％ ２．７％

　　从表７可以看出，对于不同院系的学生，“学

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题”仍然为心理压力的两

个主要来源。但对于数理学院而言，这两个问题

的比重更大。另外，在身体状况对新环境的适应

上，建 工 学 院 选 择 能 够“很 好 适 应”的 比 例 为

６０％，而应用数理学院仅为４２％，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调查分析，建工学院的整体就业率相对与数

理学院来说较高一些，另外，建工学院的男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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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数理学院高。因此，在“学业问题”、“未来就

业问题”和适应性上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４．心理压力的影响与应对

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５８．５％的 学 生 认 为 心

理压力会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

２９．６％的 学 生 认 为 可 以 带 来 积 极 的 影 响，而

１１．９％的学生认为没有影响。而在选择心理压力

排 遣 对 象 时，选 择 最 多 的 为“朋 友”，比 例 高 达

６８．７％，其余为“家长”与“自身”，仅有４．３％的同

学选择了“老师”。这对高校工作者的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要求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改变自身地位，
构建对等的师生关系，提升师生间双向互动的水

平和艺 术［１０］，从 朋 友 的 角 度 出 发 给 予 指 导 和 帮

助，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

　　 四、结论

采用问卷发放和个体调查的方法对大学本科

新生的心理压力来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就
业压力”和“学业压力”是大学本科新生面对的主

要心理压力。通过研究发现，随着社会信息化程

度提高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剧，虽然大学生刚入学，
已经将自己的未来就业问题与学业问题放在了首

位。高校工作者可通过引导新生做好职业生涯发

展规划来缓解本科新生的这一压力；高等学校可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教学内容体系、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加强教材体系建设、构建良好的工作运

行体系等措施，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大学生职业生

涯指导工作［１１］。
针对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市属院校的 特 点，进

行了生源地对心理压力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二者差异不大，因此，生源地对心理压力的影响不

大，“学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题”均为的心理压

力的两个主要来源，在今后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

或帮助时，不必再针对生源地这一因素特殊展开。
对于不 同 性 别，“学 业 问 题”和“未 来 就 业 问

题”仍然为心理压力的两个主要来源。但对于女

学生而言，这两个问题的比重更大。另外男学生

的“恋爱问题”压力更大，可根据这一特点有针对

性地进行相关工作，比如积极组织理工科学院与

人文学院进行联谊等，加强男女生之间的交流，以
缓解同学之间的“恋爱问题”压力。

不同院系的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的差 异，虽 然

“学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题”仍然为心理压力的

两个主要来源，但不同院系所占比例存在一定的

差别。就理工类学院来说，除帮助学生做好职业

生涯规划外，学校还应通过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重视“学”而非“教”在教学中运用新技

术，保障投入，完善制度等措施和政策，切实提高

教学和就业质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学生的

学业和就业问题压力［１２］。
心理压力将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必然的

影响，心理压力过大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学生工作者的角度出发，应该进行积极的干预

帮助他们进行缓解和调试，而最有效的方式则是

改变自己的自身定位，积极构建平等互动的对等

关系，不 断 优 化 教 育 策 略，提 升 师 生 间 的 互 动 水

平，争 取 做 到 从 朋 友 角 度 对 新 生 心 理 压 力 进 行

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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