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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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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心理健康问题临床和实践经验，把心理健康问题界定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两类。因为心理

健康问题检出率在诸多研究中存在较大分歧，所以我们对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进行了系统研

究。检索时间以２０１０年智能手机产生作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键影响因素，横跨十年，共检索１０４２４项研究

成果，１１３５项纳入检出率的元分析。其中，小学生１０１项，初中生２２２项，高中生２５２项，大学生５６０项。被试

总人数为３２４８１７９名学生。结果表明：（１）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睡眠问题（２５．２％）、抑

郁（１４．６％）、焦虑（１２．３％）、攻击行为（４．１％）、退缩（３．８％）、违纪行为（３．７％）、躯体化（３．６％）；（２）初中生心

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焦虑（２７％）、抑郁（２４％）、自我伤害（２２％）、睡眠问题（１７％）、自杀意念

（１７％）、自杀计划（７％）、自杀企图（未遂）（４％）；（３）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抑郁

（２８．０％）、焦虑（２６．３％）、睡眠问题（２３．０％）、自我伤害（２２．８％）、自杀意念（１７．１％）、躯体化（９．８％）、自杀计

划（６．９％）、自杀企图（未遂）（２．９％）；（４）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睡眠问题（２３．５％）、抑郁

（２０．８％）、自我伤害（１６．２％）、焦虑（１３．７％）、自杀意念（１０．８％）、躯体化（４．５％）、自杀未遂（２．７％）。总体而

言，我国大中小学生抑郁、焦虑、睡眠问题和自我伤害检出率偏高，其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堪忧，需要引起全社会

的高度警觉。作为一个证据，可资于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循证及其教育政策编制、心理健康教育实

践的依据，有的放矢地对不同年龄学生、不同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分类预防和精准干预。未来应立足中国大地，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编制科学的测量工具和筛查标准，建立与完善心理健康动态监测

体系和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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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有新气象更有新挑战。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各种竞争压力与矛盾冲突也如期而

至，使人们在学习生活、自我意识、情绪调适、人际交往、社会适应和生涯发展等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与日

骤增。特别是近几年来，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已逐渐从成人、职业群体扩展伸延至大中小学生群体，并呈现

“低龄化”发展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估计，个体５０％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在儿童青少年阶段①，

而这个阶段正处在“疾风骤雨”的“心理断乳”期，是智力、自我同一性和人格社会化的关键发展阶段。由

于儿童青少年知识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匮乏，以及心理社会性功能尚未成熟，一旦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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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及时预防、筛查和干预、矫正，很可能为成年后罹患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埋下伏笔，应验所谓“幸福

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为此，作为改善与提升我国２．８９亿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素质的基本前提，准确摸清他们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家底”，应属当务之急、时代亟需。

然而，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一直处于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的状态，给学术

研究和教育决策造成了一定困惑。基于此，我和课题组立足心理健康问题临床经验的分类方法，借鉴美

国心理学家基德·阿肯巴哈（Ｇｅｒｄ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病理性问题两分法①，即指向个体

心理内部的内化问题（如焦虑、抑郁、躯体化、退缩、睡眠问题等）和反映个体对外部环境消极反应的外化

问题（如攻击行为、违纪行为、自我伤害和自杀问题等），把心理健康问题界定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两

类，并从２０２１年３月开始对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进行系统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利用元

分析技术，检索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硕博论文数据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数据库中关于中国学

生焦虑、抑郁、躯体化、退缩、睡眠问题、攻击与违纪行为、自杀自伤行为等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研究，检索

时间以２０１０年智能手机产生作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键影响因素，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横跨十年，共检索１０４２４项相关研究成果。根据筛查标准，１１３５项研究文献纳入检出率的元分析。

其中，小学生１０１项，初中生２２２项，高中生２５２项，大学生５６０项。被试人数总计３２４８１７９名学生。采

用统计软件ＣＭＡ３．３进行分析。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现已获得初步研究结果，作为一家之言，可资

于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循证及其教育政策编制、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参考，有的放矢

地对不同年龄学生、不同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精准预防和教育干预。

一、我国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与教育启示

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的发端。我国现有小学生近１亿，其数量庞大、研究者众多，且已积累了许多针

对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相关研究文献，但是由于研究成果发表年份不同，被试地域、研究问题、

技术路线、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等大相径庭，所得结果也存在较大分歧与不足。其主要表现一是检出率

高低不一；二是所涉心理健康问题不够全面。为了能客观、准确地探索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元

分析技术大有用武之地。该技术通过定量整合已有研究成果的结论，从而避免有偏样本、人口社会学特

征等其他因素的干扰与影响。另一方面，诚如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所指出的，快速的社会变化是个体心

理健康水平的重大决定性因素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也必定随

着社会变迁、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的变迁而产生一定的改变。

有鉴于此，我和课题组检索了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０年十年间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中英文文献共９５３８篇。

其中焦虑３１２６篇，抑郁３８４４篇，躯体化５５１篇，退缩１６７篇，睡眠问题１２５５篇，攻击行为４６９篇，违纪行

为１２６篇。对于搜索到的文献，利用ＥｎｄＮｏｔｅ　Ｘ９软件导入，并按照入组标准筛选出１０１篇文献纳入后续

的元分析，包括焦虑９篇，抑郁３４篇，躯体化１２篇，退缩１０篇，睡眠问题１１篇，攻击行为１３篇，违纪行

为１２篇。小学生被试总计为２８９３９６名。接着，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纳入的各类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１）焦虑的检出率为１２．３％；（２）抑郁的检出率为１４．６％；（３）躯体化的检出率为

３．６％；（４）退缩的检出率为３．８％；（５）睡眠问题的检出率为２５．２％；（６）攻击行为的检出率为４．１％；（７）

违纪行为的检出率为３．７％（表１）。

从表１可以清楚看到，对于小学生而言，其不同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差异较大，如躯体化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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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３．６％，而睡眠问题的检出率则

高至２５．２％，这说明我们将心理健

康问题细化为两类不同的指标是有

科学意义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个重

要警示，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

容忽视，需要早发现、早预防、早干

预，尤其是对检出率排名居于前三

位 的 睡 眠 问 题 （２５．２％）、抑 郁
（１４．６％）和焦虑（１２．３％）要引起重

视。（１）睡眠问题。包括睡眠不足、

失眠、睡眠障碍等，这已经成为全球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并严重影响、滞

后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许多研究发现，我国儿童普遍存在严重的睡眠问题，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报

告的睡眠问题检出率数据（０．２％－１０％）明显偏高，有研究者发现我国儿童的睡眠问题高达４６．９７％①。

其危害性可能会导致小学生产生情绪紊乱、学习困难、认知障碍、肥胖和高血压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可喜

的是，儿童睡眠问题已引起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目前从国家和政府的“双减”政策到地方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就是解决小学生睡眠问题的一剂“重药”。（２）抑郁问题。儿童的抑

郁问题将会对他们成人后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包括社会关系受损、物质滥用、肥胖等②。对此，我

们的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存在着相似与相异之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发布过《心理健康蓝皮书之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２０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年际演变》，其中提到小学生抑郁问题检出率为一成左右，这与

我们的研究结果（１４．６％）基本一致，但与其他国家的儿童相比———澳大利亚为１６．６％，希腊为４．２８％，

意大利为１０．６％，韩国为１７．３％③，我国小学生群体的抑郁问题检出率属于中等偏高，表明抑郁问题出现

的年龄段正在逐步下移，且已有出现局部恶化的显著征兆，应引起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的特别关注。（３）

焦虑问题。严重持久的焦虑状态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并弥散到学习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学习焦虑、考试

焦虑、社交焦虑等等。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国家相比，有研究者发现高收入地区的儿童，其焦虑检出率

为１８．２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的检出率为１．５３％④，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对小学生焦虑问

题的检出率产生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小学生焦虑问题的检出率（１２．３％）也处于中等偏高位置，

需引起我们的警觉与重视。其余几类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虽不高，在３．６％～４．１％之间浮动。

但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心理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并恶化，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如小学生的攻击和违

纪行为，不仅不利于其个性、社会性和良好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还会造成学校环境氛围的混乱，给校园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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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校园暴力等校园安全埋下无法预估的隐患。因此，上述问题同样应引起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重点

关注和高度重视。

毫无疑问，缓和、减少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了解小学生的生理、

心理特点和成长规律，尊重他们的兴趣、特长和发展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全员、全体、全程、全方位的小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①。对小学低、中年级学生而言，在自我层面，应帮助小学生初步了解自我，认识自我，

接纳自己的优缺点；在学习层面，有意识地逐步培养小学生的学习习惯，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

趣，树立学习自信心，乐于学习；在人际关系层面，引导小学生树立集体意识，勇于与同学、老师交往，培养

自主参与各种活动的能力，以及开朗、合群、自立的健康人格；在情绪调适层面，帮助小学生在学习生活中

体验解决各种困难的乐趣，学会认识情绪并合理表达情绪；在社会适应层面，培养小学生对不同社会角色

的初步适应，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帮助小学生正确处理学习与爱好、兴趣之间的矛盾。该学段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点是强调帮助小学生学会学习，初步认识自我和调适情绪，为健康人格发展奠定基础。对小学高

年级学生而言，在自我层面，帮助小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特点、特长和兴趣爱好，在各种集体活动中悦纳

自己；在学习层面，着力培养小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端正学习动机，调整学习心

态，正确对待学习成绩，体验学习成功的快乐；在人际关系层面，引导小学生进行恰当的异性交往，建立和

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积极扩大人际交往的范围；在情绪调适层面，帮助小学生克服厌学情绪，学会恰当

地、正确地体验情绪和表达情绪；在社会适应层面，积极促进小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正确认识自己与社会、

国家和世界的关系，逐步有效地适应社会生活，为初中阶段和今后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该学段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点要关注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与自信心，提高集体意识和健全人格，正确对待各种困难和挫折，

培养面临毕业升学的积极进取态度。

二、我国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与教育启示

初中阶段是九年义务教育的终点。在心理社会性发展上，初中生虽然比小学生更加成熟，但其正经

受着青春期的严峻挑战，面对生活中的重大危机事件、特别是压力性事件时，容易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

题。不仅如此，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当代初中生成为了数字原住民，也正是这种网络使用的文化潮流给

初中生心理健康带来了新的威胁②。上述情形使初中生“内外交困”，再加上本身面临的学业负担和中考

压力，使其心理健康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但众多研究领域对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探讨，大多是围绕

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展开，其中“描述”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在“描述”中，关于初中生心理健康问

题的发生率又是极为重要的议题。如有研究发现，初中生抑郁问题的检出率为１０％～６０％不等③，焦虑

问题的检出率为６％～５８％不等④。显然，对该问题的描述结果很不一致，检出率之间差距很大，反而给

心理健康研究与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困惑。显然，关于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结果的不一致，大多受

到了取样人数、地域、测量工具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研究者往往将初中生和高中生混合在一起分析，未

能精准考虑初中生这一独立的学段群体。

·３２·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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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和课题组对初中

生心理健康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

统整理，并将检索时间段设定为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共获取文献包括焦虑３１２６
篇，抑郁３８４４篇，睡眠问题１２５５
篇，自我伤害１４５篇，自杀５５４篇，

共８９２４篇。同时，使用 ＥｎｄＮｏｔｅ

Ｘ９导入文献并按照标准筛选，最

终２２２项研究成果纳入元分析，共

７１１７６９名初中生被试。接着，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纳入的初中生各类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１）焦虑的检出率为

２７％；（２）抑郁的检出率为２４％；（３）睡眠问题的检出率为１７％；（４）自我伤害的检出率为２２％；（５）自杀意

念的检出率为１７％；（６）自杀计划的检出率为７％；（７）自杀企图（未遂）的检出率为４％（表２）。

上述研究结果与前期类似研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１）关于焦虑，我们的研究结果远高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全球４４个国家焦虑障碍７．３％的检出率①，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我国研究者的焦虑障碍

０．５％检出率②。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同：上述研究者关注的是焦虑障碍，一般程度较为严

重，而我们的研究关注点是焦虑问题或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包含了轻、中、重型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此

外，我们的研究确定的是初中生群体而上述研究则不限于此。（２）关于抑郁，我们的研究结果高于１９９１

～２０１８我国初中生２１．９％的检出率③，低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８我国初中生２６．８％的检出率④。这可能是由于

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时间范围有别于既有研究，也可能是因为纳入了尚未发表的研究，使得纳入数量超过

了既有研究，估计结果更加准确。另外，这个研究结果也高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我国小学生１６．８％的检

出⑤；低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高中生２４．２％的检出率⑥，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国大学生２７％的检出率⑦，以及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全球研究生３４％的检出率⑧。这表明抑郁问题可能在初中生群体中只是开始显现，若重视

不够或应对不好，可能会随着年龄增加继续延续并进一步恶化。（３）关于睡眠问题，我们的研究由于纳入

了部分未发表的文献，使得检出率低于研究者元分析中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初中生２０％的检出率⑨。此外，我

们的研究结果还低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我国高中生２８％的睡眠问题检出率�10，２０１１～２０１５我国大学生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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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率①，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６年我国老年人３５．９％的检出率②，表明睡眠问题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逐

渐增加的趋势。（４）关于自我伤害，我们的研究结果高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学生１６．６％的检出率③和

１９８９～２０１８年全球儿童青少年１９．５％的检出率④，表明自我伤害行为可能更多出现在初中阶段。（５）关

于自杀意念，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研究者元分析中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我国初中生１６．６％的检出率结果一致⑤，但

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国高中生１８．１％的检出率，高于全球大学生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１０．６２％的检出率⑥，

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欧洲一般人群３．６２％的检出率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心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比大学生

和一般人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６）关于自杀计划，我们的研究结果高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我国大学生４．４％
的检出率⑧， 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欧洲一般人１．６％的检出率⑨，这表明我国初中生生命意识的脆弱性，需

要进一步补课“生命教育”。（７）关于自杀企图（未遂），我们的研究结果低于１９８９～２０１８年全球儿童青少

年４．５％的检出率�10，高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我国大学生２．８％的检出率，高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欧洲一般人

０．５７％的检出率�11。表明我国初中生面临的自杀问题较为突出，可能与该阶段自身的心理不成熟和青春

期情绪波动等心理问题的困扰有关，也与我国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他们需面对的生存压力增大有关。总

之，上述结果表明焦虑、抑郁和自我伤害检出率排在前三位，说明初中生可能面临的情绪问题较为突出。

这既与初中生面临的学业难度增大、家长较高的学业期望以及中考压力有关，也与初中生步入青春期后

的生理和激素分泌变化有关�12，还与教师队伍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学校的校园氛围有关，有研究表明初中

生的很多心理健康问题均可归结为师源性心理问题�13。

针对上述各种各样的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显然不行，而是需要以初中

生青春期身心特征和教育规律为依据，紧紧抓住“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特别是道德认知发展”的缰绳，进一

步加强与改善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14。因此，对初中阶段而言，在自我层面，帮助初中生增强自我意识，

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正确认识与把握青春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在学习层面，引导初中生逐

步适应初中阶段的学习新环境和学习新要求，培养正确的学习观念，改善学习方法，发展学习能力，提高

学习效率；在人际关系层面，帮助初中生积极与老师、父母进行有效沟通，正确把握与异性交往的尺度，建

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在情绪调适层面，鼓励初中生进行积极的情绪体验与表达，并

·５２·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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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适和有效管理，正确处理厌学心理，抑制冲动行为；在社会适应层面，把握升学选择

的方向，培养职业规划意识，树立早期职业发展理想与目标，逐步适应生活、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变化，着重

培养其应对困难、失败和挫折的能力。该学段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是科学认识青春期的身心特征，在自

我认识和有效学习的基础上，学会调控情绪情感，正确处理异性交往，提高耐挫力和心理弹性水平，积极

适应学习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变化。

三、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与教育启示

高中阶段是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的转折期，特别是心理上的急剧变化，使他们易受各种消极因素影

响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然而，近十年来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究竟如何，却并没有得到相同的研究

结论。如高中生的抑郁检出率从５．６％～５４．４％均有发现①。有鉴于此，将前期研究文献加以整合，得到

更具普遍性的科学结论，进行元分析是必要的。目前，已有一些元分析研究成果，如关于我国中学生抑郁

的检出率②、中学生自杀的检出率③。然而，此类研究或只针对某一量表，或只关注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某

个方面，还常常以包括初中生在内的中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未能很好地反映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全

貌，亟需进行更全面、系统的分析，来进一步明晰近十年来我国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状况。

为此，课题组选取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躯体化四项内化问题，以及自我伤害、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

杀企图（未遂）四项外化问题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指标，以元分析结果来判断我国高中生近十年来的心理健

康状况。共获取文献９６００篇，计９１３４２１名高中生被试。其中焦虑３１２６篇，抑郁３８４４篇，睡眠问题１２５５
篇，躯体化５５１篇，自我伤害２５８篇，自杀（包括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企图）６２８篇。用ＥｎｄＮｏｔｅ　Ｘ９导

入文献，并按标准筛选，最终纳入的文献包含焦虑４８项，抑郁９９项，睡眠问题２１项，躯体化问题１４项，自我

伤害２９项，自杀意念２１项，自杀计划７项，自杀企图（未遂）１３项。随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纳入的高

中生各类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１）焦虑检出率为２６．３％；（２）抑郁检出率为２８．０％；（３）睡

眠问题检出率为２３．０％；（４）躯体化

检出率为９．８％；（５）自我伤害检出

率为２２．８％；（６）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１７．１％；（７）自 杀 计 划 检 出 率 为

６．９％；（８）自杀企图（未遂）检出率

为２．９％（见表３）。

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有许多

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１）抑郁问

题的检出率为２８．０％，是高中生最

多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结果同

２０２１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

理健康蓝皮书》中青少年２４．６％的

·６２·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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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检出率①，以及元分析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我国中学生２８．４％的抑郁检出率②基本接近。高中生抑

郁问题检出率较高，可能与其心理社会性发展特点和所处学校、社会环境有关。高中生自尊心脆弱同

时又较为敏感，常被同伴关系、异性关系和父母婚姻冲突等困扰，容易出现抑郁情绪③。同时，他们体

育活动少、学习压力大、生活环境封闭单一，且难以找到适当的情绪宣泄渠道，容易郁结于心④，从而产

生抑郁问题的“倍数效应”。（２）高中生焦虑问题的检出率为２６．３％位列第二。这个结果高于全球４４
个国家１１．６％的焦虑症终生检出率⑤，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我国大陆２．４５％、４．１１％的当前／终生焦虑

检出率⑥。虽然以上的研究对象是焦虑症，只涉及到较重程度的焦虑。但相较于其他年龄段，高中生

普遍具有更高的焦虑水平。他们会面临自我认同、外貌焦虑、角色冲突、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等一系列

发展任务和挑战，并为此感到困惑和担忧，产生焦虑情绪⑦。再加上其他因素如考试及学业压力、封闭

的校园生活、贫富差距等的叠加作用，很可能产生焦虑水平的“乘数效应”。（３）睡眠问题的检出率为

２３．０％。这个结果低于２０２０年及之前我国高中生２８％的睡眠障碍患病率⑧，也低于２０１６年及之前我

国大学生２５．７％、老年人３５．９％的睡眠障碍检出率⑨。这说明我国高中生的睡眠问题并没有那么严

重。但这个年龄阶段是睡眠习惯养成、睡眠质量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上学时间早、课业负担重、网络

游戏成瘾等都容易诱发青少年的睡眠问题�10，而睡眠质量差又会影响机体内稳态和情绪调节过程，导

致焦虑、抑郁、躯体化、自杀等心理健康问题�11。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４）自我伤害的检出率为

２２．８％，仅次于抑郁、焦虑和睡眠问题。这个结果略低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中学生２７．４％的自我伤

害检出率�12，同１９８９～２０１８年世界儿童和青少年２２．１％的自我伤害总终生检出率�13比较接近。实际

上，看似简单的自我伤害行为背后有深层次原因。研究表明，自我伤害是与重要他人沟通的一种方

·７２·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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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当其他形式的交流不成功或无法实现时，他们选择通过自我伤害，来表达抑郁、愤怒、厌恶等强烈的

负面情绪①，试图引起“重要他人”的关注与重视。

此外，高中生躯体化的检出率为９．８％，与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相比较低。但躯体化本身与焦

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有关。研究表明，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升高常伴随着多种功能性躯体综合征②，如

非溃疡性消化不良（ＮＵＤ）、纤维肌痛（ＦＭ）、慢性疲劳综合征（ＣＦＳ）等，或者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身体问

题③。因此，要减轻、减少高中生躯体化问题，可以先从改善他们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着手，也许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需要指出的是，高中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企图（未遂）的检出率分别为１７．１％、

６．９％、２．９％。这一发展变化趋势和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如研究者发现１９８９～２０１８年世界儿童和青

少年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企图（未遂）的终生／一年内检出率分别为１８％、１４．２％、９．９％和７．５％、

６％和４．５％④。但和中小学其他学段相比，该结果处于较高水平。因此，要做好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

危机预警，必须及时对可能有自杀倾向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危机干预，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针对上述高中生形形色色的心理健康问题，逐一排查、各个击破显然并不可行，况且其不同心理健康

问题往往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因此，唯一“治标又治本”的办法便是以高中生健全人格发展为抓手，全面

普及、推进和深化心理健康教育⑤。对高中（普高阶段）学生来说，在自我层面，帮助高中生确立客观、积

极的自我意识，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习层面，强化高中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掌握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挖掘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积极应对学业压力，

克服考试焦虑；在人际关系层面，帮助高中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际交往状况，着力培养人际沟通能力，促

进人际间的积极情感反应和体验，正确认识、对待和异性同伴的交往，知道友谊和爱情的界限；在情绪调

适层面，帮助高中生进一步提高承受失败和应对挫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情绪品质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在

社会适应层面，引导高中生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性格、特长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职

业理想，提高社会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行升学与择业就业的选择和准备。该学段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点是开发学习潜能，提高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能力，在正确的自我意识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异性同伴关系，提高承受困难和应对挫折的能力，形成坚强的意志品质。需要指出的是，与普高阶

段对应的是中职阶段，两者虽有年龄和教育内容上的相似性，但中职学生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中职学生

随着学习生活由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发展方向由升学为主向就业为主转变，以及将直接面对社

会和职业的选择，他们在学习、成长、人际交往、情绪调适、升学与求职择业等方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

困惑或问题。他们虽没有普高学生面临的高考压力，但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要比普高学生大，所经受的

失败与挫折也会比普高学生多。因此，教育部专门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强调指出“必须根据中职学生不同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职业发展的需要，分阶段、有针对性地设置

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其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是提高全体中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积极心理品质，增强职业适应、承受困难与挫折能力，促进他们的心理素质与思想道

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健

康服务，使中职学生明确心理健康的价值与重要性，增强自我心理保健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掌握并

·８２·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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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健康知识，培养自我成长能力、职业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情绪调节能力；提高职业成才技

能、环境适应技能、自我管理技能、问题解决技能和职业规划技能，健全人格、敬业乐群，促进中职学生健

康成长和幸福生活。

四、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与教育启示

我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有四千多万大学生。由于大学生需要应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诸如

高强度的学习与求知、变化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们正在成

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危人群。不仅如此，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网络游戏、网络社交平台、网络信息

污染等给大学生心理健康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①。近年来，诸多研究对我国大学生抑郁、焦虑、睡眠

障碍、自杀等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进行了调查，但不同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以焦虑为例，检出率最

高可达８２．５％②，最低仅不足１％③。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基本状况仍不甚明了，乃至模棱两可，

很有必要对此类结果加以整合，元分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为此，我和课题组检索了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０年十年间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文献共９６６２篇。其中，

焦虑３１２６篇，抑郁３８４４篇，睡眠问题１２５５篇，躯体化５５１篇，自我伤害２５８篇，自杀６２８篇。大学生被

试共计１３３，３５９３名。使用ＥｎｄＮｏｔｅ　Ｘ９导入文献，并按照标准筛选：焦虑１２８项，抑郁２３７项，睡眠问题

５６项，躯体化４９项，自我伤害３１项，自杀（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５９项。下一步，我们采用随机效应

模型分别对大学生各类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１）焦虑的检出率为１３．７％；（２）抑郁

的检出率为２０．８％；（３）睡眠问题的检出率为２３．５％；（４）躯体化的检出率为４．５％；（５）自杀意念的检出

率为１０．８％；（６）自我伤害的检出率为１６．２％；（７）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２．７％（表４）。

对比以往相关研究，我们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１）焦虑。国外一项元分析发现，焦虑

问题在１８～３４岁青年人中的检出

率为７．８％④，我们的研究结果却

远高于此。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青年群体中大学生出现焦虑问题

的几率更高⑤。此外，两项结果之

间的较大差异也可能是由取样时

间、取样地域不同导致，不同的经

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均会对个体

的焦虑水平造成影响。（２）抑郁。

我们的研究结果低于研究者⑥和

另一些研究者⑦对我国大学生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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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二者结果分别为２４．７１％和２８．４％。相较于这两项元分析，我们的研究纳入的

原始文献数量更多，分析更为全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结果更加可靠。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低于全球大

学生抑郁问题３０．６％的检出率①，说明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相对较好。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高

于我国小学生１７．１％检出率②，低于我国中学生２８．４％检出率③，说明在大中小学生群体中，大学生的抑

郁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中学生或因激烈的学业竞争、升学竞争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３）睡眠问题。我

们的研究与研究者对中国大学生睡眠问题２５．７％的检出结果基本相当④，略低于其他研究者关于我国青

少年睡眠问题２６％的检出率⑤，说明睡眠问题不仅在大学生群体中突出，在中学生中也较为常见，家长和

教师需要给予充分重视。（４）躯体化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明显低于埃及大学生和德国大学生躯体化问

题的检出率，两国数据分别为２１．７％和２３．５％⑥，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大学生的躯体化问题并不严重。

但对此也有另一种说法，有研究者指出，亚洲学生被试的身体问题往往先于情绪问题表现出来⑦，因而更

有可能产生躯体化问题。出现这一矛盾结果可能与研究时间、研究工具、文献质量等多种因素有关。（５）

自我伤害。我们的研究结果低于我国中学生２２．３７％的检出率⑧，说明对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而言，大学

生的心智相对成熟，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好，采用极端方法排解负面情绪的可能性更小，因而自我伤害行

为检出率较低。（６）自杀问题。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我们的研究所得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与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年我国大学生自杀意念１０．７２％的检出率相当⑨，表明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并未随社会变迁和文化

潮流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所得自杀未遂检出率也与以往国内对大学生自杀未遂

２．８％的检出结果几乎一致�10。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形形色色、错综复杂，决不能就事论事，而是需要提供适合

大学生发展需要的心理健康教育，紧紧围绕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效果，精准施策、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多

方协同，齐抓共管、整体推进�11。对普通高校来说，重点应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

交友、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激发学习动机与学习动力，掌

握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挖掘、开发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与时间绩效，积极应对学业压力，克服考试焦

·０３·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Ａｈｍｅｄ　Ｋ．Ｉｂｒａｈｉｍ　ｅｔ　ａｌ．，“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７，ｎｏ．３（２０１３）：３９１－４００．
刘福荣等．小学生抑郁问题检出率的 Ｍｅｔａ分析［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２１，（６）：４８２－４８８；Ｄａｎｄａｎ　Ｘｕ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２６８，（２０２０）：２０－２７．
刘福荣等．中学生抑郁问题检出率的 Ｍｅｔａ分析［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２０，（２）：１２３－１２８；Ｘｉｎｆｅｎｇ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２４５，（２０１９）：４９８－５０７．
Ｌｕ　Ｌｉ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７，ｎｏ．３（２０１８）：１－１３．
Ｍｅｎｇｊｉａｏ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６，ｎｏ．３（２０２１）：１－１８．
Ａｂｄｅｌ－Ｈａｄｙ　Ｅｌ－Ｇｉｌａｎｙ　ｅｔ　ａｌ．，“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７，ｎｏ．５（２０１９）：３４８－３５４；Ａｎｇｅｌｉｋａ　Ａ．Ｓｃｈｌａｒｂ　ｅｔ　ａｌ．，“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０，（２０１７）：１１８９－１１９９．
Ｍａｈｂｏｕｂｅｈ　Ｄａｄｆａｒ　ｅｔ　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Ｑ－１５：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３，ｎｏ．３－４（２０２０）：２８９－３０１．
Ｊｕｎｊｉｅ　Ｌ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ｎｇｓｈｕｉ　Ｙａｏ，“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９７，ｎｏ．４２（２０１８）：１－７．
Ｚｈａｎｚｈａｎ　Ｌｉ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９，
ｎｏ．１０（２０１４）：１－１２．
Ｌｉｎ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０，ｎｏ．２（２０１５）：１－１３．
俞国良．大中小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实践的视角［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２）：７３－８０．

China's Mainland



虑，为成才和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奠定基础；客观评价自己的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状况，尊师爱友孝亲助

人，提高人际沟通能力，促进人际间的积极情感反应，建立正确的恋爱观、婚姻观，为建立家庭和为人父母

做好准备；帮助大学生进一步调控和管理自我情绪，进一步提高克服困难、承受失败和应对挫折的能力，

形成良好的情绪品质和意志品质；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自觉培养亲社会行为和

志愿者行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优化人格特征，增强自我调节自我教育

能力，培养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促进自我与人格发展的和谐发展；在充分认识自己的特点

特长、兴趣爱好、智慧能力、气质性格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职业理想、职业目标和职业生

涯规划，培养职业道德意识，进行升学择业就业的选择和准备，培养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对高职院校来说，重点应帮助高职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成长、学习、情绪和职业生活中遇到的心理行为问

题，促进自强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和自我价值感。让他们了解激发学习兴趣和动机的方法，理解终

身学习概念的新内涵，培养自己的学习信心和兴趣，体验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感受和体验，树立终身学习和

在职业实践中学习的理念；正确认识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障碍的成因，理解和谐人际关系、快乐生活的意

义，热爱职业，劳动光荣，崇尚人际交往中的尊重、平等、谦让、友善和宽容，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提

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关注自己性生理和性心理发展的特点，从而能主动进行心理调适、情绪管理，做积极、

乐观、善于面对现实的人；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成长规律，积极接纳自我，学会欣赏自

我，敢于接受职业的挑战，追求自己出彩的人生价值。

五、小结

从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发展特点与趋势看，国家和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已清晰认识到这

个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２０１９年底，为了落实健康中国行动、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教

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１２部委联合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方案中明确提出要追踪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化趋势，从而完善其心理健康监测、评估、

干预机制，为他们心理健康提供坚实的科学保障。２０２１年７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

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大中小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教师个别指导，开展朋辈帮

扶、家校一体化以及社会通力协作等方式，帮助学生纾解心理压力，营造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这些政策和举措都表明我国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备受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无须置疑，为了更好地把握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了解其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是第一

步，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我们的研究釆用元分析技术、以量化的方式，整合了近１０年来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就是努力为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提供科学依据。因为，如果不对近些年来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进行定量整合，那么，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将很难清晰、客观地描述我国学生心理健康

问题的现状和差异，也难以从整体上判别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数量、比例和分布特征等等，更无法把握学

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动向和发展趋势，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开展，更是阻碍了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活动的有效展开。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国家和政府实现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宏观把控，还

能为加强与改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心理辅导咨询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便于对某些重点心理健康问

题进行倾斜，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然而，不可讳言，我们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

究中综合得出的检出率均基于静态的视角，这些问题在某一时间点置身于心理健康风险中的个体自我救

赎的比例和风险延续的比例，还需要用立足于动态视角衡量、考察；元分析研究集中在原始研究整合、现

象调查研究，尚未关注到如何提高和改善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层面上。

未来的心理健康元分析研究，可以着重考虑梳理、整合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教育与干预手段，这对于

改善学生群体和儿童青少年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社会心理服务的大框架下，建立具有

·１３·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教育启示



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体制体系观①。着力构建立德树人、以生为本、生命至上和责任为重的价值体

系，中国特色、健康第一、健康中国和幸福中国的理论体系，育心育德、全面发展、创新发展和特色发展的

发展体系，制度建设、机构建设、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建设的服务体系，个别咨询、团体咨询、危机干预和

医教协同的实践体系，生态课堂、生态校园、家校协同和社教一体的生态体系，推进新时代培根铸魂的根

本任务，构建高质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同时，紧紧抓住促进大中小学生健康与幸福的“牛鼻

子”。以他们的道德认知为“突破点”、人格发展为“着力点”，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标准或课程内容建设为
“生命线”，以点画线，以线联点，点线结合，全面、全体、全程、全方位夯实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此

外，必须对高危学生人群、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予以重点关注，形成心理健康

教育的长效机制，实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特别是应继续全面推进和进一步深化

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新时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软件”建设、“硬件”建设和环境建设，重视编

制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年龄、不同学段心理健康标准化的本土测评工具，为我国大中小学生群体、儿童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幸福人生固本强基、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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