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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咨询中心来访者的一般情况、来访缘由、来访人次、性别差异等，为中心日后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
参考性建议。方法：对２０１３年来访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一年来的咨询情况显示，女性来访者占多数，多为常见
心理问题，神经症、精神障碍所占比率不大。结论：加强心理咨询宣传，提高来访者的求助意识与行为；提高咨询师的业

务能力，为来访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心理服务；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发动社会力量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与

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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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湖南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个别咨询

情况，寒暑假除外。来访者求助的问题类型为：一般心理

问题（人际关系、学习、情绪、自我意识、情感、择业、适应

问题等）、神经症（强迫症、恐惧症、焦虑症、神经衰弱、躯

体化障碍等）、精神障碍（癔症、精神分裂症、应激障碍、心

境障碍、人格障碍、性心理障碍、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咨询

鉴定及危机干预等）、其他（身心疾病等）。咨询人员为中

心专兼职咨询师，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免费心理援助。

使用ＳＰＳＳ１５．０处理数据，采用频数分析、性别比较、
卡方检验等。

２　结　果
２．１　咨询时间分布情况

总体而言，上半年多于下半年，春季是心理问题与心

理疾病的高发季节［１］；学期时段显示，学期中来访者较多

（占５２８％），大致为学期之初各种潜藏的心理困扰已浮
出水面，而期末多为紧张迎考之际，无暇顾及心理困惑。

２．２　来访者性别、年级、学科及学院分布情况
２．２．１　来访者性别分布

来访者人次中，５９．７％为女性，４０．３％为男性。性别
特征明显：女性喜欢交流、主动求助意识较强；男性在处

理问题时，首先寻求自我解决方式，在无法解决时才会

求助。

２．２．２　来访者年级分布
来访者中，大一为 ３２．９％，大二为 ２７．２％，大三为

２５．８％，大四为１２．８％。随着年级上升，来访者人次呈递
减的趋势。大一来访人次最多，大四则最少。大一学生

处于心理断乳期［２］，在新环境中还需经历迷茫、探索和适

应的阶段；大二学生已然适应了大学生活，但仍面临着学

习、生活等方面的困惑；大三学生处于个人抉择关键阶

段，考研、就业等出路让部分大学生茫然无措；大四学生

心理比较成熟，并已步入为个人出路奔走、忙碌的阶段。

２．２．３　来访者学科分布
来访者中，文科生占５５．８％，理工科生占４２．２％。总

体显示，文科生比理工科生来访行为更频繁，这与专业特

征相匹配，文科生情感相对充沛、细腻且多愁善感［３］，理

工科生注重理性思维，心理问题敏锐度不高。

２．３　来访者问题分布
来访者的问题，２５．７％为人际关系问题，２４．８％为学

习问题，１８．８％为自我意识问题，１８．３％为情感问题，
１５４％为情绪问题，１３．８％为精神障碍，１１．３％为择业问
题，９．９％为神经症，３．５％为适应问题，１．１％为其他问题
（如身心疾病）。问题分布显示，一般心理问题占多数，神

经症、精神障碍比率不高。

２．３．１　来访者一般心理问题求助种类分布
来访者问题多为一般心理问题，而一般心理问题往往相

互交织在一起，近三成来访者求助问题为两种以上，５７．３％为
单一问题，２１．６％为两种问题，５．２％为三种问题以上。
２．３．２　咨询问题及年级分布

表１显示，学习问题、适应问题、强迫症、恐惧症、心
境障碍年级差异显著；精神分裂症年级差异异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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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咨询问题及年级比较

项目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Ｎ Ｐ Ｎ Ｐ Ｎ Ｐ Ｎ Ｐ
χ２

学习问题 ５５ ２３．８ ５０ ３０．４ ４９ ２６．９ １２ １３．３ １３．０７

适应问题 １７ ７．４ ３ １．６ ４ ２．２ １ １．１ １４．８２

强迫症 ３ １．３ ３ １．６ １ ０．５ ３ ３．３ １４．２５

恐惧症 ２ ０．９ ４ ２．１ ８ ４．４ ３ ３．３ １８．５４

精神分裂症 １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０．０２

心境障碍 １２ ５．２ ０ ０．０ ４ ２．２ ４ ４．４ １１．５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２．３．３　咨询问题及学科分布
表２显示，学习问题、情感问题、适应问题、恐惧症学

科差异显著，应激障碍、身心疾病、器质性精神障碍学科

差异异常显著。

表２　咨询问题及学科比较

项目
　　文科　　 　　理科　　

Ｎ Ｐ Ｎ Ｐ
χ２

学习问题 ６１ １５．６ １０７ ３６．４ ４０．１２

情感问题 ８３ ２１．２ ４６ １５．６ ６．６４

适应问题 １０ ２．６ １２ ４．１ １４．３７

恐惧症 １７ ４．３ １ ０．３ １１．９１

应激障碍 １ ０．３ ３５ １１．９ ４７．３９

身心疾病 ２ ０．５ ２ ０．７ ３１．１５

器质性精神障碍 ０ ０．０ ２ ０．７ １６．８９

２．３．４　咨询问题及性别分布
表３显示，自我意识问题性别差异显著，学习问题、

应激障碍性别差异异常显著。

表３　咨询问题及性别比较

项目
　　男性　　 　　女性　　

Ｎ Ｐ Ｎ Ｐ
χ２

自我意识问题 ４２ １４．８ ９１ ２１．５ ６．３４

学习问题 １０１ ３５．７ ７４ １７．５ ３０．１１

应激障碍 ３０ １０．６ ６ １．４ ２９．４５

３　讨　论
来访者中，除精神障碍者是他人强制性陪同而来外，

其余均为自愿来访，反映求助者的心理健康意识良好，进

一步显示学校自２００５年成立中心以来心理健康宣传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总体看来，来访者人次在全校

大学生中比率偏低，咨询中心周报表的心理排查结果显

示，共计２１３０人次，即６．９７％的大学生存有类型、程度不
一的心理困扰。

３．１　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心理健康常识
心理问题属于个人隐私，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将

心理苦恼隐藏，不愿意向他人倾诉或求助。社会常见错

误观念将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混为一谈，使得心理困扰

者深受其苦，又羞于向他人求助，从而贻误最佳交流时

机，最终发展为心理疾患［４］。因而，应破除陈旧观念，大

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使心理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使大学

生树立良好的心理健康观念。

３．２　树立行业规范，提高咨询师的业务水平
心理咨询在我国起步较晚，人们从认识、了解到接受

它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心理咨询行业已在我国蓬勃发

展，但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还不完善，从而使得心理

咨询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一，影响心理咨询效果的发挥。

相关教育部门有必要加强心理咨询师队伍建设，培养合

格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从而有能力为来访者提供切实

有效的心理服务，为社会提供有效的精神按摩，实现心理

咨询助人自助效能。

３．３　加强家庭、学校、社区及社会的联系与互动
针对来访者的需求，提供形式多样的心理援助：个别

咨询与团体辅导相结合，直接面谈与心理热线、网络咨询

相结合。加强部门间的协助：如与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

助中心、学工、保卫、医院等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协作，为大

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心理氛围。人的价值观念及

行为模式受所处环境的影响。在来访接待中，很多大学

生心理问题的根子就在家庭，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有着直

接的关联。因此，在全社会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大力倡导

心理健康理念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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