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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心理服务面对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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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大学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团体，其心理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但是针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治疗体系却不够完善，疏导

方式过于陈旧，不符合当下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的大学生更愿意在网络上交流的特点，并不能让受到心理问题困扰的大学生得到及时的

治疗与帮助，因而日益严峻。因为心理问题长时间积压又得不到解决导致的不良结果时有发生，现提出用互联网来针对治疗大学生私密

性和个性化的心理问题，并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网络治疗平台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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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心理咨询领域也受到重大影响。使用电

子邮件、互联网或移动电话等电信设备进行心理热线服务已经越来

越受到大众欢迎。世界上第一条心理热线于 1968年建立于洛杉矶
儿童医院。我国于 1987年在天津市开设第一条心理热线，随后在其
他城市逐步推广。

目前我国心理咨询正在蓬勃发展，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心理

咨询的专业基础比较薄弱。在 2017年 9月 12日，人社部取消了心
理咨询师认证的考试，这项历时 15年的职业资格“英年早逝”，至
此，这 15年来拿到这项职业资格的存量“国家 X 级咨询师”大约
110万人。许多人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只为考证。因此网络上爆
出多起“心理咨询师”自杀事件，因理论知识不足，他们无法做到自

我疏导。

我校属于综合类大学，生源众多，因此可能会造成部分同学的

问题没办法及时解决，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部分同学对老师存

在畏惧心理，因此不敢于老师进行交流，这使得心理咨询工作难以

进行。

作为一个介于文理科之间的专业，并且由于专业的特殊性，本

专业同学的实践机会极少，因此，在毕业后的工作中会存在一些劣

势，而本项目可以有效弥补同学这方面的劣势。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佳木斯大学所有年级、所有专业的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22244

人，博、硕研究生 1506人（6.8%），留学生 684人（3.1%），继续教育
学生 13569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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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问卷
以 470名本科大学生为被试，共回收有效问卷 417份，有效问

卷回收率为 88.7%。其中，男生 70 人（16.79%），女生 347 人
（83.21%）；本科一年级 200 人（48.0%），本科二年级 162 人
（38.8%），本科三年级 31人（7.4%），本科四年级 24人（5.8%）；探究
其可行性。

1.2.2 咨询平台
以微信公众号（倾心社 class）为据点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倾心社 class”创设于 2020年 05月 14日，截至 2020年 12月 30
日共有 8篇原创内容。团队目前共有 3名技术人员，负责公众号日
常维护；3名宣传员，负责一切对外事项；21名心理学学生及爱好者
从事简单的心理咨询。

主要包括情感宣泄、人际关系处理、学业压力、轻微焦虑等轻微

情绪问题。

1.3 咨询过程
用户需要在公众号进行预约，来访者与咨询师约好时间、地点

并保持联系，届时进行咨询。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心理咨询需求量的比对
根据来访记录显示，217名大学生有效数据中共检出 102名男

性，检出率为 47.0%。在年级分组中大一学生 39人（38.24%），大二
学生 17人（16.67%），大三 8人（7.84%），大四 38人（37.25%）。115
名女性，检出率为 52.99%。在年级分组中大一学生 51人（44.35%），
大二学生 19 人（16.52%），大三学生 24 人（20.87%），大四学生 21
人（18.26%）。

2.2 男性与女性在线上心理咨询适用性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线上心理咨询的需求量存

在差异，其中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大一、大二学生男性与女性对于心

理咨询需求基本持平，大三、大四差异比较显著，这可能与网络使用

率、学习问题、就业问题等有关。

3 讨论
本研究中，女性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量多于男性，这可能与两

者人格特质等因素有关。据不完全调查显示，在 217名来访者中，学
业方面有问题的学生有 53 人（24.42%），情感咨询的学生有 61人
（28.11%），轻微焦虑问题的有 17人（8.10%），人际关系处理方面有
问题的有 66人（30.41%），就业方面有问题的有 9人（4.15%），其他
方面的有 11人（5.07%）。

综合多方面的调查显示，大三年级学生在人际关系及其各因子

上得分均高于大一年级学生。在异性交往方面，大二年级学生得分

主要在 3-5分之间，说明在与异性同学交往过程中存在一定困扰，
而大四年级学生所面对的异性交往问题相对较少。在待人接物方面

两类大学生得分均值都在 2分以下，困扰较小，这可能是由于大学
生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普遍较尊重他人，敢于

承担，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在人际交友方面差异最大，大一年级

学生的均值接近 5分，在社交活动和交友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行为困
扰，人际交谈方面交谈能力一般，少数不善于交谈，而大四年级学生

普遍有着较好的交谈能力和技巧。

4 应对策略
大学属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人的发展影响比

较大，同时对学习选择、职业规划具有决定影响。具备良好的心理状

态，可以为日常生活与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因此必须完善心理健康，

调节情绪状态；增强人际交往信心；提供良好社会支持。针对上述目

标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4.1 心理委员朋辈互助
科学培训心理委员，充分利用朋辈互助的群体及年龄优势是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改善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更好地应对个人生活事件和公共危机，有效降低高校负性

心理卫生事件发生率的有效途径。探索出高校心理委员朋辈互助的

培训、管理和实践“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采用“建立试点-试点试
验-成果推广”的运作流程，搭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有效支
持系统。

4.2 合理情绪宣泄
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随着他们的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就业压

力等问题的不断增加，心理上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情绪波动大，情

感体验复杂等一系列不良的反应也随之而来。从情绪心理学来说，

健康的情绪能有效适应各种环境，促进身心发展，不良的情绪则对

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学生缓解内心的

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情绪，重新规划自己。通过建立适应大

学生倾诉的渠道，完善情绪宣泄机制，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为学生

找到合理发泄空间，提升学生的幸福感和自我价值。

4.3 音乐治疗
音乐治疗是一种新型的通过系统的音乐干扰进行心理治疗方

法。音乐能够激活人的认知、情绪、人格等方面，对人的情绪有着良

好的调节作用。接受式音乐治疗可以有效改善大学新生的焦虑情

绪，帮助其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音乐治疗对于消极情感以及大学生

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的改善效果更明显。

5 结束语
本研究显示线上心理服务给面临着更多的问题的大学生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当今大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情感问题、学业问题上

存在的困扰较大，在轻微焦虑上一般困扰，在就业上困扰较小。可以

尝试通过心理委员朋辈互助、音乐治疗、合理情绪宣泄进行改善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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