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 大学生心
理压力问题的调查报告(精选8篇)

报告具有客观性和可读性，它需要我们合理地组织和表达信
息，使读者易于理解。报告的开头部分是对研究背景的介绍，
下面是一份开题报告的范文供大家参考。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一

心理压力即精神压力，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所体验，心理
压力总的来说有社会、生活和竞争三个压力源。压力过大、
过多会损害身体健康。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大学生心理压
力问题的调查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而作为当代大学生，
更是面临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家庭、就业、人际交往等各方
面的因素，让大学生似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处理不当，大学
生心理健康会造成一定得影响，其后果或大或小，小即产生
抑郁、自闭、暴力倾向，大则引发自杀，近年来频繁出现的
高校学生自杀现象则证明了这一点。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的
内心世界，帮助其更好地处理和应对心理压力问题，特进行
了此次问卷调查。

1.调查时间

20xx年10月20日至27日

2.调查方法

在网上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共发放100份问卷，有效问卷100
份



3.调查内容

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地区的大学生从压力的大小程度、压力
主要来源方面进行调查

4.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问卷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的问卷，主要是针对专科
和本科大学生

随着世界的迅猛发展，社会竞争激烈，社会关系日趋负责，
大学生们承担了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父母的期望、就业的压力
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在无形中让大学生身体心理方面都受到了
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学会提高抗压能力更具有挑战性和不可
忽视。此次的调查的对象并非同一间学校，而是来自多所高
校，一共有效问卷100份，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可靠性，而
通过此次的问卷调查，我们总结出了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
心理压力问题如下：

(一)从大学生心理压力程度上看：

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大学生心理压力程度上61%的大学生表
示对目前的学习偶尔有压力，而认为压力非常大的占了22%，
只有13%的大学生认为很少有压力，这结果表明，对于目前的
学习，普遍大学生都存在压力，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比重不容
忽视。当然在这一点上，也有着不同因素的影响，性别、来
自的地区、性格都会对这以数据产生了影响。在调查报告中
分析，对于压力程度上男生要比女生压力大：54.55%男生认
为压力非常大，女生只占45.45%，跟传统观念很有影响，长
期以来，男的都被认为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要养家的，要学
会独自，学会更好地面对社会，也许很早就在他们的心理扎
了根，或是在家人父母的长期教育下，儿子要继承后业，赡



养父母下无形中有了担子，特别随年龄的增长，男的比女生
更快认识社会的残酷和现实，不免会比女生的压力要大。

除了性别方面对大学生心理压力程度上有影响，学生来自的
地区也有着很大的作用。来自农村的学生会普遍比来自城市
的学生压力大：在调查报告中显示，选择压力非常大的，农
村的是15%，城市的是7%;选择偶尔有压力的，农村的占43%，
相对来说，城市的占18%，这一结果也在我的预想中，农村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要比城市差，从小，农村的学生就被灌输
读好书，走出农村的教育，所以农村的孩子在读书方面也会
更努力，可这么一来，压力也无形增加了。再加上也见惯了
村里的人不断往城市去就业、谋生，甚至有些人家情愿在城
市里租房子住也不愿在农村呆，太多太多的事实摆在农村学
生面前，除非自己够优秀，比别人更努力，自己才会有出路，
才能摆脱贫困的生活。而城市里的学生也许是过惯了舒适的
生活，对生活危机感方面就不会比农村学生敏感，因为他们
知道起码自己还有家父母的靠山，压力就会比农村学生压力
小一点。

当然，性格因素也起到一定的'左右作用。在问及现在的压力
性对于以前来说，性格开朗的学生要比内向、冷漠、孤僻的
情况要乐观得多。

正如图像显示的，选择压力更大了的人中，性格开朗的人占
了43.90%，内向的人占了46.34%,在选择压力小了，性格开朗
的人中占了70.97，内向的是25.81,相比下比较悬殊，可见，
抗压方面，越开朗的学生心理压力方面要小些，这也许是因
为心态不一样，对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表现得就不一样。

(二)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方面

从调查的结果看，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方面主要来自就业
压力、家庭压力、人际交往、感情处理这四大方面。



从现实的结果看，在主要心理来源中，77%的学生选择了就业
压力、43%的学生选择了家庭压力，32%的学生选择了与老师
同学交往的压力，30%选择了感情压力，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
的压力，77%和43%的比例让我不得不重视大学生的心理负担
之重，几乎可以说1中就有6、7个人有就业压力，且差不多一
半的人都要有家庭方面的顾虑。在问及家庭教育中给压力最
大时，74%的学生选择了是来自父母的期望，18%选择了家境
不佳即家庭经济不够好，6%是因为家人关系不好。

从中看出，就业和家庭压力是造成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方
面，情感、家庭经济问题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通过对比分
析，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主线，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压
力大，男生比女生的压力大，性格内向比性格开朗的压力大。

(三)压力的来源分析

1、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是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最主要的方面，可以说是几乎
存在大学生活中的，并且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的。社会
的复杂，竞争的激烈，人心的难测，让在习惯了风平浪进的
大学校园中的大学生们更有恐惧感。近年来，大学生人数越
来越多，而相对提供的就业缺口却还是不怎变化，要想在人
才济济的社会里钻出一个角落，真是难上难。加上有些同学
对自己的专业满意程度不高，在调查中，43%的学生选择了不
是很满意，而24%表示没感觉，这么一种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专业方面给不了他们安全感，就外面的竞争又是如此的激烈，
两者形成了反差，更是让他们心里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就业
后的职位不是自己所理想的，工资也怕不尽人意，或是就业
中逃脱不了迟早一天被竞争淘汰。

2.家庭压力

来压力来源这块，43%的学生选择了家庭压力，可见份量不乐



观。望子成龙，望女成分，一直是众多父母的愿望，他们从
小就被授予了高期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这方面的压
力会更明显一点。寒窗苦读十几年，家人盼的就是子女能够
大学毕业找份好的工作，而学生本身也理所当然地背负了这
种期待。他们也想尽自己努力不让家人失望，可反观自己的
条件和社会的挑战遍不得不感叹前途渺茫，更是时时担心最
终大学毕业就是面临失业，给家人当一棒。除了家人的期待，
学生的压力也来自于家庭的家境，18%的学生认为在家庭压力
这块，家境不好和家人关系不和谐，也是他们心里负担的一
个原因。面对着种种的压力，回家就想好好依靠下，找点温
暖和支持，可家人间总是闹矛盾，吵吵闹闹，的确人人很揪
心，心情也会不好。从身边的事例中，我们也可发现家庭和
谐的学生性格会比较开朗，心理承受压力能力也会强很多。
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3.人际交往

大学算是半个社会，我们天天都得跟老师同学打交代，相对
初中高中来说，和人打交代的频数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面
对的人更是各种各种，这要求我们的人际交往技巧能力方面
也有所提高。30%的学生选择了与老师同学的交往作为了心理
压力的一部分，他们也许烦恼该如何更好地与他们交往，因
为在大学，人脉很重要，关系到你的各种评优，况且人际交
往能力强的人办事起来都非常顺利，朋友也会有很多。且不
谈生活在校园中，仅仅说在宿舍，如何与舍友相处，相互磨
合，也需要很好的交流，大学四年，我们几乎都在同一个宿
舍，舍友就如家人一样陪伴在身边，如果连和他们都沟通不
好，又该如何度过这四年的大学生活。

4、感情问题

到了大学，很多人都选择了拍拖，感情的不确定因素，让大
学生们也会苦恼



情所困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很多，再加上性格内向，不懂得如
何去减轻压力的则更容易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如失恋自杀现
象也不罕见。

5、学习压力

到了大学，面对了和与往不大一样的学科，教师的教学方式
也有所改变，虽说学习的东西不会像初中高中那么多，但是
要是真正学起来会比以前的多得多，再加上有些学生对自己
专业学习的科目不感兴趣，慢慢学会了逃课和养成了厌学心
理。而有些是由于在学院当了干部，不能很好得处理学习和
工作的关系，变得会很烦恼。一方面既想通过工作得到锻炼，
可却往往对学习有所影响。

从调查的结果和我们的分析上看，大学生心理压力是普遍存
在的，如何更好地去减轻心理压力，促建大学生心理健康，
有如下建议及策略：

1.形成良好积极的心态。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
困难和挫折，何况生活在小型社会的大学校园里，不要跟别
人比，因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做好自己的，找好自
己的定位，朝着目标脚踏实地地走，即使在过程中失败了，
也要学会坚强站起来，因为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不要过于看重专业的“冷”和“热”。社会是瞬间变化的，
没人可以猜测到以后哪个专业会有更好的出路，所以现在也
就不会出现“冷”与“热”之分。学好自己的一技之长，因
为普遍来说社会还是需要专才的人多，而不是全才。当然专
才也并不是不懂其他方面的知识，而是“术业有专攻”。在
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厌学情绪外，还得正确处理好学业和工作
的关系，要在这两方面取得丰收，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
力，其中是有得有失的。

3.学会与家人沟通。家庭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重点是



我看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出生我们不能选择，可我们是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要学会体谅家人，无论家
人对你什么样的要求，但出发点都是爱你的，要始终认清这
一点。要学会和家人沟通，只有走近家人，才会更好地处理
与家人发生的矛盾。

4.放开心胸，学会与别人诉说。心情低落，要学会正确地进
行心理辅导，比如可以找别人聊天，或是到外面散下步，或
是去唱歌，多采取些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办法去舒缓自己的心
情。也许有些人会比较放不开，对周围的人和事会采取一种
防备的逃避心理，这时我们需要适当地放下防备，学会走近
别人，这样别人也才能走近你的心里。

5学校要多举行有助心理辅导的活动，让学生在活跃的活动气
氛中，得到心情的宣泄和放松。开放心理咨询室，让学生有
途径去解决自己的困惑，学会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当然也
需要心理咨询老师尊重学生的隐私，不泄露学生的秘密，更
要更好地进行疏导。

关于大学生心理压力的调查问卷

首先感谢您对本问卷的查看!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心理压力
状况，弄清大学生的心理压力烦恼，配合引导促进大学生心
理健康，特作了此次问卷调查活动。再次感谢您的作答!

1、请问你的性别是()

a男b女

2、你是哪里人()

a农村b城市

3、你对现在的学习有压力吗()



a.完全没有压力b很少有压力c偶尔有压力d压力非常大

4、与大学前相比，现在压力()

a更大了

b还是一样

c压力小了

d没感觉

5、你对你目前的专业满意吗

a非常满意b不是很满意c不满意d没感觉

6、你觉得你的压力主要来自哪方面()【多选题】

a就业压力

b家庭压力

c在校与老师同学交往的压力

d感情压力

e在校任职学生干部的压力

f其他

7、压力对你的生活起什么作用

a正面影响



b较为负面影响

c很大负面影响

d没影响到生活

8、家里让你最有压力的是()

a父母的期望

b家庭教育

c家境欠佳

d家人关系不好

9、你觉得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a活泼开朗b冷漠c内向d孤僻

10、感觉到压力时，你的心情是()

a心情低落，啥事都不想干b烦躁

c开心，因为有动力d平静，和平常没两样

11、你会采取什么方式面对压力()

a压抑自己b宣泄c转移d顺其自然

12、你觉得学校哪种方式最能使你释放压力()

a多开些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讲座



b多组织一些外出活动

c每天开放心理咨询室

d举行多种比赛

非常感谢你对本次问卷的支持。如果你想发表关于大学生心
理压力问题，那么请你把你的宝贵意见写下来。谢谢!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二

首先感谢您对本问卷的查看!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心理压力
状况，弄清大学生的心理压力烦恼，配合引导促进大学生心
理健康，特作了此次问卷调查活动。再次感谢您的作答!

1、请问你的性别是()

a男b女

2、你是哪里人()

a农村b城市

3、你对现在的学习有压力吗()

a.完全没有压力b很少有压力c偶尔有压力d压力非常大

4、与大学前相比，现在压力()

a更大了

b还是一样



c压力小了

d没感觉

5、你对你目前的专业满意吗

a非常满意b不是很满意c不满意d没感觉

6、你觉得你的压力主要来自哪方面()【多选题】

a就业压力

b家庭压力

c在校与老师同学交往的压力

d感情压力

e在校任职学生干部的压力

f其他

7、压力对你的生活起什么作用

a正面影响

b较为负面影响

c很大负面影响

d没影响到生活

8、家里让你最有压力的是()



a父母的期望

b家庭教育

c家境欠佳

d家人关系不好

9、你觉得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a活泼开朗b冷漠c内向d孤僻

10、感觉到压力时，你的心情是()

a心情低落，啥事都不想干b烦躁

c开心，因为有动力d平静，和平常没两样

11、你会采取什么方式面对压力()

a压抑自己b宣泄c转移d顺其自然

12、你觉得学校哪种方式最能使你释放压力()

a多开些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讲座

b多组织一些外出活动

c每天开放心理咨询室

d举行多种比赛

非常感谢你对本次问卷的支持。如果你想发表关于大学生心
理压力问题，那么请你把你的宝贵意见写下来。谢谢!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三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而作为当代大学生，
更是面临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家庭、就业、人际交往等各方
面的因素，让大学生似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处理不当，大学
生心理健康会造成一定得影响，其后果或大或小，小即产生
抑郁、自闭、暴力倾向，大则引发自杀，近年来频繁出现的
高校学生自杀现象则证明了这一点。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的
内心世界，帮助其更好地处理和应对心理压力问题，特进行
了此次问卷调查。

二、调查时间、方法、对象

1、调查时间

20xx年10月20日至27日

2、调查方法

在网上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共发放100份问卷，有效问卷100
份

3、调查内容

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地区的大学生从压力的大小程度、压力
主要来源方面进行调查

4、调查对象

此次调查问卷针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的问卷，主要是针对专科
和本科大学生

三、调查结果分析



随着世界的迅猛发展，社会竞争激烈，社会关系日趋负责，
大学生们承担了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父母的期望、就业的压力
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在无形中让大学生身体心理方面都受到了
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学会提高抗压能力更具有挑战性和不可
忽视。此次的调查的对象并非同一间学校，而是来自多所高
校，一共有效问卷100份，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可靠性，而
通过此次的问卷调查，我们总结出了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
心理压力问题如下：

（一）从大学生心理压力程度上看：

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大学生心理压力程度上61%的大学生表
示对目前的学习偶尔有压力，而认为压力非常大的占了22%，
只有13%的大学生认为很少有压力，这结果表明，对于目前的
学习，普遍大学生都存在压力，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比重不容
忽视。当然在这一点上，也有着不同因素的影响，性别、来
自的地区、性格都会对这以数据产生了影响。在调查报告中
分析，对于压力程度上男生要比女生压力大：54、55%男生认
为压力非常大，女生只占45、45%，跟传统观念很有影响，长
期以来，男的都被认为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要养家的，要学
会独自，学会更好地面对社会，也许很早就在他们的心理扎
了根，或是在家人父母的长期教育下，儿子要继承后业，赡
养父母下无形中有了担子，特别随年龄的增长，男的比女生
更快认识社会的残酷和现实，不免会比女生的压力要大。

除了性别方面对大学生心理压力程度上有影响，学生来自的
地区也有着很大的作用。来自农村的学生会普遍比来自城市
的学生压力大：在调查报告中显示，选择压力非常大的，农
村的是15%，城市的是7%；选择偶尔有压力的，农村的占43%，
相对来说，城市的占18%，这一结果也在我的预想中，农村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要比城市差，从小，农村的学生就被灌输
读好书，走出农村的教育，所以农村的孩子在读书方面也会



更努力，可这么一来，压力也无形增加了。再加上也见惯了
村里的人不断往城市去就业、谋生，甚至有些人家情愿在城
市里租房子住也不愿在农村呆，太多太多的事实摆在农村学
生面前，除非自己够优秀，比别人更努力，自己才会有出路，
才能摆脱贫困的生活。而城市里的学生也许是过惯了舒适的
生活，对生活危机感方面就不会比农村学生敏感，因为他们
知道起码自己还有家父母的靠山，压力就会比农村学生压力
小一点。

当然，性格因素也起到一定的左右作用。在问及现在的压力
性对于以前来说，性格开朗的学生要比内向、冷漠、孤僻的
情况要乐观得多。

正如图像显示的，选择压力更大了的人中，性格开朗的人占
了43、90%，内向的人占了46、34%,在选择压力小了，性格开
朗的人中占了70、97，内向的是25、81,相比下比较悬殊，可
见，抗压方面，越开朗的学生心理压力方面要小些，这也许
是因为心态不一样，对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表现得就不一样。

（二）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方面

从调查的结果看，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方面主要来自就业
压力、家庭压力、人际交往、感情处理这四大方面。

从现实的结果看，在主要心理来源中，77%的学生选择了就业
压力、43%的学生选择了家庭压力，32%的学生选择了与老师
同学交往的压力，30%选择了感情压力，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
的压力，77%和43%的比例让我不得不重视大学生的心理负担
之重，几乎可以说1中就有6、7个人有就业压力，且差不多一
半的人都要有家庭方面的顾虑。在问及家庭教育中给压力最
大时，74%的学生选择了是来自父母的期望，18%选择了家境
不佳即家庭经济不够好，6%是因为家人关系不好。

从中看出，就业和家庭压力是造成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主要方



面，情感、家庭经济问题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通过对比分
析，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主线，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压
力大，男生比女生的压力大，性格内向比性格开朗的压力大。

（三）压力的来源分析

1、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是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最主要的方面，可以说是几乎
存在大学生活中的，并且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的。社会
的复杂，竞争的激烈，人心的难测，让在习惯了风平浪进的
大学校园中的大学生们更有恐惧感。近年来，大学生人数越
来越多，而相对提供的就业缺口却还是不怎变化，要想在人
才济济的社会里钻出一个角落，真是难上难。加上有些同学
对自己的专业满意程度不高，在调查中，43%的学生选择了不
是很满意，而24%表示没感觉，这么一种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专业方面给不了他们安全感，就外面的竞争又是如此的激烈，
两者形成了反差，更是让他们心里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就业
后的职位不是自己所理想的，工资也怕不尽人意，或是就业
中逃脱不了迟早一天被竞争淘汰。

2、家庭压力

来压力来源这块，43%的学生选择了家庭压力，可见份量不乐
观。望子成龙，望女成分，一直是众多父母的愿望，他们从
小就被授予了高期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这方面的压
力会更明显一点。寒窗苦读十几年，家人盼的就是子女能够
大学毕业找份好的工作，而学生本身也理所当然地背负了这
种期待。他们也想尽自己努力不让家人失望，可反观自己的
条件和社会的挑战遍不得不感叹前途渺茫，更是时时担心最
终大学毕业就是面临失业，给家人当一棒。除了家人的期待，
学生的压力也来自于家庭的家境，18%的学生认为在家庭压力
这块，家境不好和家人关系不和谐，也是他们心里负担的一
个原因。面对着种种的压力，回家就想好好依靠下，找点温



暖和支持，可家人间总是闹矛盾，吵吵闹闹，的确人人很揪
心，心情也会不好。从身边的事例中，我们也可发现家庭和
谐的学生性格会比较开朗，心理承受压力能力也会强很多。
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

3、人际交往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四

大学生的心理压力烦恼，配合引导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特
作了此次问卷调查活动。再次感谢您的作答!

1、请问你的性别是

a男b女

2、你是哪里人()

a农村b城市

3、你对现在的学习有压力吗()

a.完全没有压力b很少有压力c偶尔有压力d压力非常大

4、与大学前相比，现在压力()

a更大了

b还是一样

c压力小了

d没感觉



5、你对你目前的专业满意吗

a非常满意b不是很满意c不满意d没感觉

6、你觉得你的压力主要来自哪方面()【多选题】

a就业压力

b家庭压力

c在校与老师同学交往的压力

d感情压力

e在校任职学生干部的压力

f其他

7、压力对你的生活起什么作用

a正面影响

b较为负面影响

c很大负面影响

d没影响到生活

8、家里让你最有压力的是()

a父母的期望

b家庭教育



c家境欠佳

d家人关系不好

9、你觉得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a活泼开朗b冷漠c内向d孤僻

10、感觉到压力时，你的心情是()

a心情低落，啥事都不想干b烦躁

c开心，因为有动力d平静，和平常没两样

11、你会采取什么方式面对压力()

a压抑自己b宣泄c转移d顺其自然

12、你觉得学校哪种方式最能使你释放压力()

a多开些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讲座

b多组织一些外出活动

c每天开放心理咨询室

d举行多种比赛

非常感谢你对本次问卷的支持。如果你想发表关于大学生心
理压力问题，那么请你把你的宝贵意见写下来。谢谢！

更多热门实用的调查报告范文推荐，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市民环保袋使用调查报告



关于深入群众、进入最基层的调查报告

4月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报告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五

大学算是半个社会，我们天天都得跟老师同学打交代，相对
初中高中来说，和人打交代的频数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面
对的人更是各种各种，这要求我们的人际交往技巧能力方面
也有所提高。30%的学生选择了与老师同学的交往作为了心理
压力的一部分，他们也许烦恼该如何更好地与他们交往，因
为在大学，人脉很重要，关系到你的各种评优，况且人际交
往能力强的人办事起来都非常顺利，朋友也会有很多。且不
谈生活在校园中，仅仅说在宿舍，如何与舍友相处，相互磨
合，也需要很好的交流，大学四年，我们几乎都在同一个宿
舍，舍友就如家人一样陪伴在身边，如果连和他们都沟通不
好，又该如何度过这四年的大学生活。

4、感情问题

到了大学，很多人都选择了拍拖，感情的不确定因素，让大
学生们也会苦恼

大学生们会尝到更多的甜酸苦辣。调查报告中，也有30%的人
把这点列入了造成心理压力的原因。为情所困的例子在我们
身边很多，再加上性格内向，不懂得如何去减轻压力的则更
容易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如失恋自杀现象也不罕见。

5、学习压力

到了大学，面对了和与往不大一样的学科，教师的教学方式
也有所改变，虽说学习的东西不会像初中高中那么多，但是
要是真正学起来会比以前的多得多，再加上有些学生对自己
专业学习的科目不感兴趣，慢慢学会了逃课和养成了厌学心



理。而有些是由于在学院当了干部，不能很好得处理学习和
工作的关系，变得会很烦恼。一方面既想通过工作得到锻炼，
可却往往对学习有所影响。

三、结语

从调查的结果和我们的分析上看，大学生心理压力是普遍存
在的，如何更好地去减轻心理压力，促建大学生心理健康，
有如下建议及策略：

1.形成良好积极的心态。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
困难和挫折，何况生活在小型社会的大学校园里，不要跟别
人比，因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做好自己的，找好自
己的定位，朝着目标脚踏实地地走，即使在过程中失败了，
也要学会坚强站起来，因为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不要过于看重专业的“冷”和“热”。社会是瞬间变化的，
没人可以猜测到以后哪个专业会有更好的出路，所以现在也
就不会出现“冷”与“热”之分。学好自己的一技之长，因
为普遍来说社会还是需要专才的人多，而不是全才。当然专
才也并不是不懂其他方面的知识，而是“术业有专攻”。在
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厌学情绪外，还得正确处理好学业和工作
的关系，要在这两方面取得丰收，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
力，其中是有得有失的。

3.学会与家人沟通。家庭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重点是
我看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出生我们不能选择，可我们是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要学会体谅家人，无论家
人对你什么样的要求，但出发点都是爱你的，要始终认清这
一点。要学会和家人沟通，只有走近家人，才会更好地处理
与家人发生的矛盾。

4.放开心胸，学会与别人诉说。心情低落，要学会正确地进
行心理辅导，比如可以找别人聊天，或是到外面散下步，或



是去唱歌，多采取些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办法去舒缓自己的心
情。也许有些人会比较放不开，对周围的人和事会采取一种
防备的逃避心理，这时我们需要适当地放下防备，学会走近
别人，这样别人也才能走近你的心里。

5学校要多举行有助心理辅导的活动，让学生在活跃的活动气
氛中，得到心情的宣泄和放松。开放心理咨询室，让学生有
途径去解决自己的困惑，学会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当然也
需要心理咨询老师尊重学生的隐私，不泄露学生的秘密，更
要更好地进行疏导。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六

社会环境的嬗变，给当代中国大学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并
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不可避免地将会才产生大
量心理问题。心理压力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二者之间存在着
越来越高的相关性。据调查，在大学生所面临的大部分压力
事件中，主要有几个方面：感到竞争激烈，择业困难;考试负
担;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自己的工作成效不如别人;理想
与现实有差距;精神空虚，无所事事。

2002年2月24日下午15时许，天津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马晓明，
砍死疼爱自己的奶奶和爸爸，杀母未遂被劝自首。据报道，
在案发前，马晓明的成绩一直不好。放寒假前，他就处于一
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上大学后，马晓明的成绩一直不好，在
两年半的大学时间里，他竟然有14门功课不及格，学校对其
进行劝退，回家后，他却怎么也不敢告诉父母实情，还是和
过去一样报喜不报忧。

马晓明向警方表示：父母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不敢想像，
一旦父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整个寒
假，马晓明都是在焦虑和惶恐中度过的。他一方面害怕父母
知道真相后会伤心难过，另一方面又害怕开学后没法向学校



领导交待。眼看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马晓明的压力
也一天天增大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是好，心情越
来越烦躁。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割脉自杀，一了百了。可
就在他准备自杀时，他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父母就他这么一
个儿子，而且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一旦失去了自己，
他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而且自己成绩差的真相也会随之而暴
露。与其让他们痛苦地活着，还不如将他们一起杀了之后，
自己再自杀，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 在“深思熟
虑”之后，马晓明开始了行动。在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吃完团
圆饭，准备送他去学校报到之前，他先用热水瓶将正在打盹
的69岁的奶奶砸昏，然后用电线勒死了她。47岁的父亲催出
门被他从门后拿出斧头劈了后脑，也死了。随后，心情越来
越烦躁，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是好。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割
脉自杀。本来，马晓明是准备将母亲刘云一起杀死的，可母
亲那慈爱的目光在瞬间遏制了他罪恶的念头，使刘云侥幸逃
过一死。

在这个犯罪过程中，当事人马晓明明显处于压力负荷过重的
状态下，在成长过程当中家庭的溺爱、教育的不当导致的人
格缺失最终酿成了悲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费安玲说，中国的教育机制往往不太重视
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形成。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也
坦言中国在心理教育、环境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等方面有所
欠缺。然而社会对大学生寄予了厚望，学校也往往凭学生成
绩的好坏来评判一个学生，这给大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期望与现实离得太远时，他们的心理防线就会很快崩溃。

1、案例1及其分析

[访者a基本个人资料] 性别：男;年级：2003级珠海学院

[主述内容] 即将毕业，心中一片茫然，担心找不到理想的工
作，有时后也懒得去想这个问题，怕增添烦恼。学习一般，



在班上成绩中游，当看到其他同学都在准备考研究生，自己
也想考，但是又不能集中精力学习。缺乏自信，生活态度比
较消极，认为所有的一切都糟透了。家在农村，经济状况一
般，认为自己有责任挑起家庭的重担，但又觉得力不从心。
来访者自认为性格内向。想改变自己，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案例分析] 在该案例中，来访者虽然没有提到压力二字，但
实际上其心理困境主要是由各种压力源造成的。首先，来访
者即将面临大学毕业，择业困难构成其压力源的核心。择业
压力所导致的心理紧张和心理困境，其实质是由来访者自身
能力与理想目标之间的落差造成的，落差越大，心理压力也
就越大。来访者学习成绩一般，对自己缺乏信心，但家在农
村，又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好工作，因此心理
压力是相当大的，而且是与日俱增。其次，择业压力使来访
者在心理上产生不安全感。来访者面对压力，采取的是消极
应对策略——回避。虽然不去想它，但是问题和压力却仍然
存在，尽管只是一种茫然状态。再次，访者内向的个性，直
接决定其应对压力的方式及特点：内在指向性和内在性体验，
敏感，脆弱和消极。

2、案例2及其分析

[访者b基本资料] 性别：女; 年级：2006级法学院学生

[主述内容] 自卑，看不起自己。在大众场合不敢发言，跟别
人交流时总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尤其是跟老师或陌生人谈
话，总觉得十分局促，举手头足不知如何是好，并且脸红得
很厉害。很羡慕别的同学在公共场合能够从容不迫，侃侃而
谈。强烈希望改变自己，虽然作过很大的努力，但一直得不
到明显改观，内心非常苦恼。从高中到大学很少异性同学交
往，别人评价来访者是个冷漠、孤傲的人。从小养成了以自
我为中心的习惯，因此，在成长和交往的过程中，朋友越来
越少，慢慢地脱离了群体，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开始反省
自己，自责，决得都是自己的错。时间一长，发现自己好象



已经没有脾气了。不管跟谁发生矛盾，都以为是自己的错，
然后深深自责，或者把怨气都闷在心里。总觉得难以与周围
的同学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非常担心毕业后不能适应社会
生活。近来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极度自卑，没有勇气参
加任何活动。访者学习成绩在班上前茅。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七

越多的压力，家庭、就业、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因素，让大
学生似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处理不当，大学生心理健康会造
成一定得影响，其后果或大或小，小即产生抑郁、自闭、暴
力倾向，大则引发自杀，近年来频繁出现的高校学生自杀现
象则证明了这一点。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帮助
其更好地处理和应对心理压力问题，特进行了此次问卷调查。

一项由福州博智市场研究有限公司主办，以福州大学、福建
工程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6所学校的1200名大学生为对象，
进行的大学生心理素质调查。这项调查结果显示：17%的大学
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人际关系、就业压力、人
格缺陷以及感情方面是存在广泛的四大心理问题。在人际关
系方面，约23%的大学生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自闭或没有
原则的交际;在学习就业方面，约有30%的大学生心理承受压
力大，具体表现为：繁重的考试压力，严峻的就业现实，家
庭社会的压力;在人格缺陷方面，约有14%的大学生有抑郁症
状，12%的大学生有明显敌对心理，17%的大学生有程度不同
的焦虑症;在感情方面，约有35%的大学生存在问题，更有很
多由情感引发的自杀等悲剧。

现代大学生犯罪率逐步增加，大学生自杀惨剧层出不穷，这
些现象，都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有非常大的关系。从个体发
展的角度来看，大学生正处于由青少年向成年转变的过渡期，
很多矛盾冲突都会出现，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寻找
平衡点，就会出现心理障碍，产生心理问题。



2.1外部环境

总的来说，分为社会环境和学校环境。第一，世界经济不景
气，各种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我国的许多行业也受到影响，
用人单位缩减招工人数，而且加上大学生实践等能力弱，也
影响了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录用比率，因此，大学生就业形
势比较严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验以及专业方向等方面
的差异，大学生个体在择业就业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
部分易产生眼高手低、畏惧社会等心理素质问题。第二，从
学校内部来说，我国的素质教育包括大学教育都以文化课为
主体，对身体素质以及心理素质的提高不是很重视。在大学
里，有很多学校把外语四六级考试以及计算机等级考试作为
学生是否毕业，是否能取得学士学位证的必要条件，这在很
大程度上加大了学生的心理压力。

2.2个人心理素质

第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对自己要求严格，对社会负责，对任何事情都以积极向上的
态度去对待，乐观，健康地看待事物。扭曲的人生价值观往
往是犯罪事件的导火索。第二，心理承受能力差。学校生活
相对于社会来说，人际关系不复杂，同学，师生之间都友好
团结，另一方面，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
优越，很少受到磨难，这些优越的环境让他们像温室里的花
朵，一点风雨都经受不了。心理承受能力差，不能承受挫折，
不具备正确处理问题的心态，久而久之，则会出现程度不同
的心理障碍。第三，心理调节能力弱。大学生接触社会以后，
会产生诸如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现实与书本的矛盾等等，这
种不同程度的偏差，如果调节不好，就会产生意识上的焦虑，
对现实的不信任感。



3.1优化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大学生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形成，与
社会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健康的心理素质，必须优化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第一，加
强传媒的正面导向作用，比如近段时间对“雷锋叔叔”的讨
论，对普通人民劳动美的宣扬等等，都是对大众有利的舆论
导向，而近年来文化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赚取经济效益，在
报道中扭曲事实，蓄意炒作，散播低俗丑陋的文化，这些社
会文化，会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产生很大的负作用，国家文
化管理部门应在社会文化的散播上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第
二，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不
应该被抛弃，而应大力发扬，让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的道德
建设，担当起对社会的责任。

3.2提升学校的教育能力

第一，加强生命教育以及生活教育。大学教育更应该教会学
生思考生命以及生活的本质，引导学生体会自身的价值，以
健康积极的心态，优异的世界观去应对各种问题，解决各种
矛盾。第二，关注大学生心理问题。重视心理课，教会学生
青春期的心理适应技巧，引导学生合理宣泄情绪，提高学生
的抗压抗挫折能力。第三，加强学校的文化建设。开展丰富
的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各类文体活动，组织学生的社会实践
活动等等。第四，开设针对性的心理咨询平台。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可以对存在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疏导，帮助学生克
服心理障碍。

3.3提高大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

第一，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以文化充实自身的
时候，也要思考生命的价值，要有自己清晰的生活目标。心
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消极情绪的产生，与人缺乏生活目标有
很大关系。确立正确的生活观，明确社会责任感，实现成才



目标。第二，增加人际交往能力。乐于交往，勤于交流，克
服孤独感。

第三，培养广泛兴趣。第四，体验苦难，提高抗压抗挫折能
力。正确认识自身的优点以及缺陷，理智分辨社会各种现象，
参加挫折教育，提升抗压抗挫折能力。

[1]王兰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分析及预防途径[j].陇东学
院学报，x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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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孔伟，武文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模式的构建[j].继
续教育研究，xx，(11).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题调查报告篇八

调查时间：

xx年x月x日

调查对象：

汽车工程学院学生

调查目的：

大学生从事兼职活动在各大高校中已经十分普遍，兼职观念
已经深入大学生的内心。大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高，
但是在从事兼职工作的时候往往充当的是廉价劳动力的角色。
为了赚钱或者提高实践能力，大学生对兼职工作基本上没有
什么选择，一般是有工作就去做，往往不计较劳动成本的，
容易受到能力，同时也可以挣一部分钱。此次调查希望通过



调查问卷的形式来初步了解和反映大学生兼职基本情况。

调查内容：

此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大学生兼职活动的目的、从事职业、
获取兼职信息的途径、兼职与学习的关系、家庭意见以及在
兼职中遇见的障碍和困难等。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在汽车工程学院共分
发70份问卷，回收60份，回收率85%。其中男生占75%，女生
占25%。调查结果分析：

(一)、从事兼职活动的人数比例以及性别差别的调查在接受
调查的60名同学中，其中有50%的同学做过兼职活动，而男生
各占绝大对数，有50%的人没有进行过兼职活动。通过上述数
据我们可以得出，在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从事兼职活动的人比
例等同于没有的人，而且男女比例失衡。分析在校大学生的
心理和襄阳市的基本社会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可能由于社
会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做兼职所占比例不是很明显，但
是在条件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人数过半，也可以从侧面说明
大学生做兼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二)、兼职活动的目的对进行兼职活动的主要目的调查中，
有40%的人分别是为了提高个人能力和增加社会经验，为将来
工作做准备;而有45%的人是为了赚钱的，只有15%人是随大流
或者满足好奇心而从事兼职活动的。通过数据显示大部分人
从事兼职活动是为了提高个人能力和增加社会经验，少部分
人以挣钱为目的的，极少数人是没有目的性的。大部分大学
生认为从事兼职活动对自己是有帮助，持肯定态度的，无论
是为了提高能力还是赚钱，只有极少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目的
性的进行兼职活动，随机性比较大。这也从正面反映出从事
兼职活动的观念深入人心。

(三)、从事职业的调查



1、职业类型：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30%的选择做家教，20%
选择餐饮服务工作，20%的选择发放传单，25%选择做促销工
作，5%的选择其他类型的工作。通过上述数据可以初步得出，
家教和传单是在校大学生主要选择的兼职工作。家教工作比
较固定，比较适合大学生这种知识群体，同时工资也比较可
观，不浪费过多的学习时间，深受大学生喜欢。但是毕竟家
教工作不是很容易找到，机会不多，所以更多的学生选择了
从事促销工作。促销工作市面上比较多，而且工资相对较高，
同时所在单位的信誉相对较好，所以更多学生选择促销工作。
各有20%的人选择餐饮服务和发放传单的工作，这种工作随即
性比较大，工资相对较低，所以选择的人相对较少，有5的人
选择其他一些类型的。

2、职业与专业相关度：在调查学生中，只有4%的同学选择的
兼职工作是与专业完全相关的，30%是完全不相关的，66%的
是部分与专业相关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在校的专业理
论性比较强，在社会中实践的机会不多，而且想要找到一个
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真的很困难，社会资源限制。同时很多专
业性比较强的工作，社会上的人也不会把机会给没有任何社
会经验的学生来做的，没有更好的机会能够给同学们机会去
实践自己的理论知识。大部分的兼职选择就是考虑到时间和
工资的问题，很少考虑与专业的相关度。

(四)、获取兼职信息的途径通过此次问卷调查，40%的同学选
择朋友和同学的介绍，有25%同学选择通过学校的一些兼职社
团或者组织来获取信息的，15%的是选择自己外出寻找或者通
过网络得到，只有20%的是通过学校随处可见的那种小广告。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同学们对外出兼职还是存在很大顾虑的，
往往是通过相对于比较可靠的途径来获取兼职信息的，很少
通过一些广告宣传。大学生做兼职的隐患还是安全问题，通
过朋友或者学校一些相对熟悉的机构，安全性比较好，可能
有时也会出现上当受骗的情况，但是机率相对于小广告小的
多。



(五)、兼职与学习的关系在上课与兼职冲突时如何选择的调
查中，有40%同学选择上课，放弃兼职，有40%的选择是课程
的重要程度而定，只有20%的同学选择逃课去做兼职。作为学
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学习。大部分的同学还是能够做到把
学习放在第一位的，只有少部分的同学为了兼职而放弃学习
的。其实我们做兼职很重要的成分是为了提升自身能力的，
然后为自己的学习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能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我们要合理安排我们的时间，尽量不要
是自己处在两难的境地，要敢于做出取舍，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的提升我们的能力。

(六)、家长对兼职的看法在调查家长对学生做兼职的看法中，
46%的家长比较支持子女在校从事兼职活动，以此来提高自身
的能力，增加社会实践的能力;有18%的学生家长反对学生做
兼职，认为学生最主要的还是学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做
兼职上;而有36%的家长对子女是否做兼职不加干涉，由学生
自己决定。

(七)、兼职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

1、在兼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就是获取兼职
信息的的障碍，在调查中共有40%的同学选择朋友和同学的介
绍，有25%同学选择通过学校的一些兼职社团或者组织来获取
信息的，15%的是选择自己外出寻找或者通过网络得到，只
有20%的是通过学校随处可见的那种小广告。通过调查显示同
学们获取兼职的信息的途径比较单一，而且大部分是私人性
质且专业性不强，没有任何公共机构为想做兼职的同学提供
信息及其他帮助，在这种环境中同学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获取信息，而且信息的准确和真实性也不能保证这位同学
们的兼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2、在兼职过程中还存在上当受骗的可能，而作为大学生，社
会经验不足，更加容易受骗，同时在受骗的同时往往不能很
好及时的解决问题，这也是大学生兼职的一大困难。在调查



中，有26%的同学选择与领导交涉，有7%的选择忍气吞
声，46%的选择到相关部门投诉，18%的选择直接报警，14%的
会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调查报告总结：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课余生活给了我们无限的激情，满腔的热
情，更重要的是的兼职经历。通过调查，同学们大都希望在
大学期间从事兼职工作或者已经从事过兼职工作，家长们基
本同意子女兼职并予以支持。

学习与兼职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处理好两者的关
系，在能好好学习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兼职锻炼自己，否则
就会得不偿失。在兼职过程中同学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由于缺乏经验和社会阅历，不知如何应对，甚至有些同学还
被欺骗过。但也有一部分同学具有一定的特长，善于交际，
能力突出，能够将兼职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另外，从调查可以看出，学校应该成立专门的兼职指导机构，
鼓励8指导同学们从事兼职，使大家在丰富课余生活的同时既
锻炼了能力，又获得了一定的报酬，为以后的就业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