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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抑郁成因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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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肆虐全球三年，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冲击，当代大学生在

就业，升学等方面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大学生抑郁现象也发生的更加频繁，本文将从生活方

式，升学压力，就业压力，未来规划，社会环境等方面深入分析抑郁成因，并从个人，学校，

社会等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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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加速，工作、学习、生活带来的竞争压力使得抑郁症发病

率越来越高。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抑郁症将成为中国继心脑血管病后的第二大疾病
[1]（保文莉，邱良武，吴疆等. 2015）。从 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的肆虐全

球，不仅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更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心理影响，使得

抑郁症更加频发[2]（Luo W, et al. 2021）。而面临着人际关系压力，学业压力，就

业压力等一系列挑战的大学生群体，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压力变得更大，大学生

群体也自然成为抑郁症发病的重灾区[3]（李文秀等. 2022）。疫情暴发 9个月后，

在全大学生中进行的一项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状的

检出率为 59.35%[4](Xiao P, Chen L, Dong X, et al. 2022）。对此，本文将深入剖析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的抑郁成因，并对此提出可能可行的对策。

1 抑郁症

1.1抑郁症定义

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是一种以抑郁情绪为主的心境障碍或情感障碍。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实际处境无明显关联
[5]（曲爱玲等. 2022）。广义上的抑郁症是指一大类的心理障碍，包括重抑郁症状

（轻度抑郁）、抑郁性神经症（中度抑郁）和抑郁性精神病（重度抑郁）；狭义上

抑郁症只指抑郁性精神病（重度抑郁）[6]（熊昆武等. 2017）。

1.2抑郁症症状

抑郁症最核心的症状表现为“三低”，即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减退，

程度有轻重之分, 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 而且常常伴有焦虑情绪, 严重者甚至

可以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除此之外，患者还可能会做任何事情都提不

起兴趣或反复回想不愉快的往事，出现睡眠障碍, 食欲下降、性欲减退等症状, 严

重的病例甚至会出现自杀想法及行为[7]（冯志颖. 2008）。

1.3抑郁症危害

1.3.1 个人危害：由于受抑郁情绪的影响，患者总是高兴不起来，对什么都

不感兴趣。而有的认为生活已毫无价值，自己的存在只是给别人带来麻烦。患者

还会出现记忆力衰退，身体消瘦，人际交往困难，病人缺乏活力，自我报告生活

质量很差。长此以往，患者会逐步呈抑郁性木僵状态，同时患者自杀概率会越来

越高[8]（龚智力.2008）。



表 1 考研大学生抑郁测验总体状况统计表

1.3.2 社会危害：增加家庭的社会负担，由于有复发性，反复就医，也可能

因为不明确原因而去做大量的实验室检查（如突然停用抗抑郁药出现的戒断反应，

实际为躯体不适），造成医用费用升高和浪费医疗资源。同时抑郁症患者很难进

行正常的社会工作，社会适应不良[9]（龚智力.2008）。 

2 大学生抑郁成因

2.1升学竞争增大

2.1.1 考研人数激增：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

进入大学学习，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规格化，学历开始“相对贬值”，加上新冠肺炎的影响，“ 就业难” 已经成为我

国当代大学生的头等问题，如图 1所示，“ 考研热” 已经当代大学生应对激烈的

社会竞争兴起的新现象，大学生面临着即将结束的大学美好时光和对未来生活的

不确定性，以及考研“内卷”的不断加剧[10]（刘思潼.2022），抑郁症状也明显浮

现出来。据调查，如表 1所示，考研大学生大多数存在抑郁症状[11]（曹兰胜 & 狄

成杰.2011）。

图 1 2000-2021全国考研报名人数

数据来源：教务部

2.1.2 保研难度加大：随着各大高校内卷化加剧[12]（海子奕等.2022），以及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疫情时代下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出国留学政策变

化等因素，2020年和 2021年留学人数增长率均有所下降[13](刘璇.2022)。

因而导致保研难度攀升。通过对北京市某双一流高校 8位本科生保研历程的深度

访谈发现，保研中的内卷生态具体表现为“抢好分”、拼筹码和竞争性攀比。

保研大战成为人人必须参与的平庸之恶，这种不健康的竞争付出了反噬自身的代

价，调查的 8位本科生基本都反应了“很多时候都会面临这种抑郁情绪的困扰”
[14]（海子奕等.2022）。

2.2就业压力增加

2.2.1 就业压力产生背景

2.2.1.1毕业人数增加：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如图 2所示，2022年高校

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达到 1076万，比前一年增长了 18%。预计到 2023年，这

个数字会达到 1174万，增幅远超往年。



图 2 2000-2022高校毕业生人数变化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2.1.2 整体经济受疫情冲击：新冠疫情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4月的预测，中国 GDP增速预期从 2021年的 8.1%下降至 4.4%。

从中国经济整体状况来看，今年一季度 GDP增速为 4.8%，低于政府工作报告所

提出的 5.5%目标。

图 3 中国 GDP当季同比增速及累计同比增速（2019.3-2022.3）

数据来源：Wind 第一财经研究院

2.2.1.3 就业岗位减少：在 2021年，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全国企业注销 349.1

万户，个体工商户注销 961.9万户；到了 2022年，根据清华大学的统计数据显

示：仅 2022年上半年，全国就有 46万家公司宣布倒闭，其中有 310万左右的个

体工商户注销。可见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之深。就业岗位也因此大幅减少。



2.2.1.4 失业率增高：经过对城镇失业率的调查，如图 4所示，2022年 3月

失业率从 2月的 5.5%升至 5.8%，此数字已经 5个月连续上升，也已超出政府工

作报告所提出的 5.5%失业率控制目标。使得就业局势紧张。

图 4 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及政府目标（2019.1-2022.3）

数据来源：Wind 第一财经研究院

2.2.2 就业压力对心理的影响：严峻的就业形势使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情绪

空前高涨，就业压力已经成为导致大学生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首要因素，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最大的心理压力[15]（刘芷含.2019）。统计学调查显示，疫情期

间，大学生就业压力呈现中等以上水平，疫情关注度、疫情认知程度、职业风险

认知等等均对大学生就业压力产生较大影响[16]（孟媛媛,刘瑶 & 李雪梅.2022）。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目前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状况严重，加上不断

增加的失业率，大学生们对就业前景有着很深的担忧，易产生焦虑等抑郁心理。

2.3校园封闭化管理

2.3.1 背景：随着各地疫情的不定期爆发，为了防止疫情传播，保护全校师

生安全，各高校纷纷开始执行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如封闭学校、开展线上课、

学生错峰用餐、禁止网购等。大多数高校学生面对这么严峻的 防疫、抗疫措施，

长期被封闭在学校里，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17](昌敬惠等.2020)。

2.3.2 抽样结果：根据陈乾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扬州市疫情期间在校大学生心

理状况的研究，如表 2所示，疫情封校期间长期封闭在学校的大学生会更多地怀

疑自己的人生价值，根据 GHQ-12调查结果显示，14.73%的学生可能存在心理问

题，且长期的封校管理可能会加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18]（陈乾.2022）。



表 2：扬州市疫情期间在校大学生心理状况（n,%）

2.4 疫情焦虑

2.4.1 焦虑状况：部分大学生每日不停地关注着疫情的相关动态信息，对疫

情充满了焦虑与恐惧 [19] （赵亿.2021）。在对武汉三所大学中发布的问卷调查显

示疫情期间受调查的大学生中，浏览疫情信息成为他们每天必做的事情，有近

1/5的受调查者表示,每天会花费 6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浏览疫情相关信息。

受调查的大学生群体中在疫情期间出现焦虑、抑郁、压力情绪的占有较大比重,

有 93.3%的受调查者在疫情期间存在抑郁情绪,96.2%的受调查者存在焦虑情

绪,83.6%受调查者在疫情期间感受到疫情所导致的心理压力[20]（孙瑞锋.2021）。

2.4.2 产生原因:

2.4.2.1 对疫情形势的悲观：每天接受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多、对疫情发展持

消极态度的大学生，更有可能产生抑郁症状[21]（昌敬惠等.2020）[22]（杨兴洁

等.2020）[23]（汪晶等.2021）。

2.4.2.2 对周围病例的恐慌：新冠肺炎感染存在潜伏期，且全人群易感，当有

亲戚或朋友被感染、社区有确诊或疑似病例、风险感知的危害严重性和发生可能

性较高时，大学生可能会陷入恐慌害怕，这种情况将增加抑郁发生的风险[24]（赵

子涵等.2022）

3 大学生抑郁干预对策

3.1 增强抑郁症认识

通过对肇庆学院 991位在校学生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学生仅处于一般了

解抑郁症的情况，只有小部分的学生对抑郁症挺了解或很了解，甚至还有 7.06%

的学生对抑郁症一点都不了解。说明现在大多大学生对抑郁症的认识只停留在表

面，并没有深刻了解和知晓抑郁症[25]（温文莉.2018）。各大高校应当增加对抑郁

症知识的深入科普教育，理解抑郁症的疾病性质，在个体有抑郁倾向之时，可以

从个人角度阻碍抑郁症的发生。

3.2学校规划指引

目前传统的大学生职业指导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职业指导教学团队专业度不

高，指导内容缺乏全面性。指导对象范围狭窄，指导理论缺乏创新等等[26]（郑益

凤.2012）。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就业视角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学

必须要因材施教，让大学生了解到自身的职业兴趣和发展潜力。同时要提升大学



生的社会认知，让学生了解到不同时期的用人需求变化，让大学生结合市场需求，

调整自身职业发展方向，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27]（安西荣.2020）。

3.3医疗咨询保障

调查显示，学生在遇到心理问题时，询问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老师的较少（如

表 3）[28]（王耀等.2022）。学校一方面需要加大加强心理咨询中心建设，提供专

业心理指导；另一方面也需要深化辅导员在心理咨询中的的优势作用，加强对辅

导员老师的心理咨询培训。

表 3 选择不同专业心理求助对象差异分析

4 结束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抑郁问题不断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只有自身、

学校及社会紧密协作，才能取得良好的预防及治疗效果，使大学生远离抑郁症的

烦恼，更好地适应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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