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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例大学生心理咨询案例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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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高校某咨询师连续六年来个别咨询接待的案例进行频数分析，以了解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现状。结果

显示，学期中来访者较多，来访问题以发展性问题居多，少数来访者有心理咨询顾虑，咨询技术以认知疗法为主。因此，

应提高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服务效能，增强大学生的心理保健意识，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和谐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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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培养青年接班人的主阵地，目前各高校均已设立心理咨询机构，为在校师生的心理健康成长

护航。心理咨询作为一门事业，在我国还起步不久，为了进一步了解来访者的心理求助意愿，咨询师通

过手头所接待来访者的情况分析，以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咨询现状，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繁

荣发展。

１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资料来自湖南高校某咨询师自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所接待的５３３例心理咨询个案记
录，约为该校咨询中心６年来总咨询记录的１／５。来访者的人口学分布情况为：来访者年龄在１６～２４
岁；文科生２４５人，理工科生２６３人，艺科生１５人；大一学生１４９人，大二学生１７９人，大三学生１４４人，
大四学生３５人，研究生２０人；汉族学生５２１人，少数民族学生１２人；男生２６３人，女生２７０人；独生子
女２３７人，非独生子女２３８人。来访者绝大多数为独自主动来访（比例为９２．１％），少数由同学或辅导
员陪同来访（由老师和同学共同陪同来访的比例为３．０％，由老师陪同来访的比例为０．６％，由同学陪同
来访的比例为４．３％），由人陪同来访的即为被动来访者。心理咨询不仅要对主动来访者提供帮助，也
要协助被动来访者健康成长［１］。

１．２　研究方法
咨询记录的内容涉及来访者所在院系、专业、年级、籍贯、姓名、性别、独生子女情况、咨询问题类型、

来访时间、主诉内容、咨询建议等。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处理数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来访时间分布情况

从来访时间看，表现出学期初和学期末偏少、学期中偏多的趋势，与该校咨询机构来访时间分布情

况一致；如２０１３年，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学期中来访者较多（占５２．８％）［２］。学期初和学期末学生分别
忙于开学、考试的事情，对心理困惑的关注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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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咨询问题类型分布情况
在高校心理咨询实践中，在５３３位来访者中，一般性心理问题占绝大多数，比例为９４．４％，精神疾

病为２．８％，神经症为３．８％。与学界观点一致，也符合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大学生的一般性心理问
题若得不到及时重视和处理，也会转化为心理疾病，为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重大恶果。

一般性心理问题的分布情况为：情绪问题为７９．２％，人际关系问题为 ４１．７％，自我意识问题为
３４１％，情感问题为３２．１％，学习问题为３１．０％，择业问题为６．０％，适应问题为１０．９％，睡眠问题为
１４６％，家庭问题为１５．２％。由此可见，情绪、人际关系、自我意识、情感、学习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主
要心理问题，也是发展性的心理问题。大学生中，寝室摩擦、女生纠纷都是大学生人际困扰的常见形式。

性别比较发现，一般心理问题中，男生学习问题（１８．０％）高于女生（１２．９％），经卡方检验，χ２＝
７４６９，ｐ＝０．００６，性别差异比较显著。女生家庭问题（９．４％）高于男生（５．８％），经卡方检验 χ２＝４．
６８４，ｐ＝０．０３，性别差异显著。神经症中，女生躯体化倾向（２．３％）高于男生（０．８％），经卡方检验，χ２

＝３９１１，ｐ＝０．０４８，性别差异显著。女生生理心理问题（１．７％）高于男生（０．４％），经卡方检验，χ２＝４．
３６３，ｐ＝０．０３７，性别差异显著。少数学生属于神经症或患有精神疾病，需要接受专业机构的心理治疗
或药物治疗。

２．３　心理咨询方法分布情况
心理咨询的方法和流派众多，目的在于助人自助。５３３例来访者中，采用一种咨询方法的比例是

２６８％，采用两种咨询方法的比例为５７．２％，采用三种及以上方法的比例为１５．６％。咨询师在心理咨
询实践中，通常会使用两种及以上方法进行咨询，因为所有咨询理论和技术的目的都殊途同归———是为

了达成助人自助目标。

诸多技术中，认知疗法的使用频率偏高，为８８．７％，行为疗法运用的比例为３２．８％，人本疗法的使
用比例为４４．８％，森田疗法的运用比例是２４．８％，催眠术、绘画疗法等的运用比例合计为３．８％。心理
问题通常表现为观念偏差和行为失调，从认知上调整当事人的观念、从行为上矫正其不当行为有助于帮

助来访者重获健康心灵。

３　讨论
３．１　大学生心理咨询的时间呈现学期中偏多的趋势

心理咨询领域有个常识，每逢季节交替之时往往是心理问题的高发时段，在心理问题排查过程中也

印证了这一观点。该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问题报表在学期中人数较多，来中心咨询的人也是学期中

较多。这与中心的心理健康活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年４、５月份中心都会开展全校性心理健康活动
月宣传活动，每年１０、１１月份也会开展全校新生心理健康普查活动。在宣传活动期间，学生在有心理困
惑时会积极主动进行心理咨询；在心理普查后，中心会对普查排查的心理问题学生进行咨询约访。因

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心理咨询机构的使用效率，除了机构定期举办的大型主题活动外，还应加强学期初

和学期末的宣传力度，至少保证大学生在有心理服务需要时能及时得到心理援助。

３．２　大学生心理咨询的问题多为发展性问题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九成以上的大学生来访者的心理咨询问题是发展性问

题，如情绪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学习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大学生活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属于发展性问

题［３］。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发展性心理问题的课题研究，并及时将学校心理咨询由重矫正治疗的传统

模式转变为重预防、重发展的心理教育模式，将心理服务的对象由少数人群转变为多数人群［４］，通过课

题研究，为相关部门拟定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充分挖掘其心理潜能、实现大学生群体心理和谐发

展与成才的社会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３．３　少数来访者存在着心理咨询顾虑
个别咨询过程中，少数来访者告诉咨询师，曾经多次在咨询室外徘徊而没有进来预约，其中有一位

来访者告诉咨询师，好朋友得知自己来过咨询室后与自己绝交了。由此看来，心理咨询机构还得加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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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咨询常识的宣传，破除来访者心中的病耻感，使大学生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心理困扰，在有需要时及时

求助于专业机构。

３．４　大学生心理问题具有性别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大学生学习问题性别差异比较显著，大学生躯体化倾向性别差异显著，大学生生理

心理问题性别差异显著。这些差异是由于男女生的性别差异所致，例如大多数女生学习勤奋，而部分男

生则贪玩懒散或沉溺于网络游戏，所以男生更容易出现学习问题。同时，由于女生生性敏感，心理问题

易感性较高，在出现心理问题后往往会产生躯体不适的感觉，或者说女生在有了生理不适后更容易产生

心理不适的感觉。因此，高校应针对大学生的性别差异，开展专题性团体咨询活动，引导大学生正确看

待心理问题，并学会利用有效的资源及时化解各种问题。

３．５　咨询师采用的咨询方法常为两种及以上
咨询实践发现，两种及以上咨询方法的使用占八成以上，原因在于各种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各有所

长，因此，咨询师在咨询实践中通常需要灵活使用不同的技术和方法，这提示心理咨询师在培训时要接

受多种理论知识的熏陶，最好是精通两种咨询技术，同时对其他技术有所了解，在咨询实践中具有一双

慧眼———及时识别最适合来访者的咨询方法。此外，定期对咨询师开展业务培训也是促进咨询师自我

成长的重要举措。

４　结论
总的来说，大学生的心理咨询时间以学期中居多，提示高校要加强学期初和学期末的咨询宣传力

度。大学生来访的心理问题为常见的一般性心理问题，属于发展性问题，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

历的增加，有些问题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而化解，高校可针对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困扰开展群体性心理健康

教育专题活动如讲座、心理团训等。大学生中还存在的一些心理咨询顾虑提示高校要继续加大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的力度，增强大学生的心理保健意识，并进一步提升心理咨询机构的服务效能。针对大学生

心理问题的性别差异，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可开展专题研究，以更好地促进个体心理的健康发展。咨询师

的咨询实践表明，两种及以上的咨询方法是咨询的必备技能，因此，咨询师定期接受业务培训是心理咨

询事业蓬勃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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