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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返校后焦虑情绪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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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校大学生的焦虑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疫情

防控期间缓解大学生焦虑情绪提供方法和依据ꎮ 方法　 采用群体横断面调查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调查南京医科大学、中
国药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３ 所医药类高校共 ４ ７５０ 名学生ꎬ采用 Ｚｕｎｇ 焦虑自评测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Ｓ)
对学生的心理焦虑情况进行测量ꎬ采用自制问卷对焦虑心理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ꎮ 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医药类高校

返校大学生中 ２０.０％有轻度焦虑情绪ꎬ６.５％为中度或重度焦虑ꎮ 不能适应学校封闭管理的大学生焦虑情绪检出率较高ꎬ为
５２.９％ꎻ每天线下课程时间≥６ ｈ 焦虑情绪检出率较高ꎬ为 ３６.０％ꎻ从不进行体育锻炼焦虑情绪检出率为 ４３.５％ꎻ不参加线上

文体活动焦虑情绪检出率为 ４１.６％ꎻ因无法与朋友见面而产生孤独感焦虑情绪检出率较高ꎬ为 ４０.７％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显示ꎬ大学生对学校封闭管理的适应程度、对校园消杀工作的认可程度、是否参加聚集性活动、每天线下课程时间、
每天线上学习时间、对考试紧张程度、规律作息、体育锻炼频率、线上文体活动等是返校后产生焦虑心理的影响因素(Ｐ 值

均<０.０５)ꎮ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校大学生有少部分存在焦虑情绪ꎬ影响因素包括学校管理、学习负担、体育锻炼与

健康作息、校园文体活动等方面ꎮ 学校应采取一定措施ꎬ在防控疫情的同时ꎬ缓解返校大学生的焦虑情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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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ꎬ全国高校延期开学ꎮ 作为中国人口密集区域高校

学生返校较早省份ꎬ江苏省各高校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起陆续复课ꎮ 为了解返校医学生的焦虑情绪及其

影响因素ꎬ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对南京医科

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３ 所医药类高校

学生返校后的心理焦虑现状进行问卷调查ꎬ并通过回

归分析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以期为有针对性地

指导、帮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校的大学生尽快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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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ꎬ通过“问卷星”网络平

台实施问卷调查ꎬ问卷通过微信推送实施ꎮ 调查时间

为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ꎮ 选取南京市 ３ 所医科类院校

(南京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学

生ꎬ共发放问卷 ４ ９０５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７５０ 份ꎮ 其

中男生 １ ６５２ 名(３４.８％)ꎬ女生 ３ ０９８ 名(６５.２％)ꎻ年
级分布为大一学生 １ ７６８ 名(３７.２％)ꎬ大二 １ １５３ 名

(２４.３％)ꎬ大三 ８５９ 名(１８.１％)ꎬ大四 ３３４ 名(７.０％)ꎬ
大五 ７０ 名(１.５％)(因学校政策ꎬ大五实习生返校时间

由各实习点决定ꎬ 故样本数较少)ꎬ 研究生 ５６６ 名

(１１.７％)ꎮ 所有被调查者在调查前均被告知本次调查

目的ꎬ在被试选择同意自愿参加调查后ꎬ由学生单独

匿名填写ꎮ 本研究已获得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学

术委员会评议通过ꎮ
１.２ 　 方法 　 ( １) Ｚｕｎｇ 焦虑自评测量表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Ｓ)ꎬ共 ２０ 个项目ꎮ 问卷采用 ４ 级李

克特量表ꎮ 其中 １ ~ ４ 分别为“没有或很少时间” “小

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 “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 [１] ꎮ
量表粗分乘 １.２５ 取整即为标准分ꎬ参考常用«心理评

估量表手册»划分ꎬ标准分<５０ 分为无焦虑ꎬ５０ ~ < ６０
分为轻度焦虑ꎬ６０ ~ <７０ 分为中度焦虑ꎬ≥７０ 分为重度

焦虑[２] ꎮ 既往研究显示[３] ꎬ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ꎬ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７ꎬ分半信度系数为 ０.７２ꎮ (２)
自编问卷ꎬ根据当前疫情的情况ꎬ参考各高校返校后

防疫措施相关文件ꎬ结合在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ꎬ在
经专家咨询后ꎬ形成了包括 ３０ 个条目的返校医学生相

关信息问卷ꎬ内容包括人员基本情况(３ 项)、对学校管

理的适应情况(７ 项)、在校疫情防护措施(４ 项)、学习

情况(９ 项)、作息与体育锻炼情况(２ 项)、校园活动情

况(２ 项)、人际交往情况(３ 项)等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行数据分析ꎬ采
用 ｔ 检验进行性别差异检验ꎬ采用 Ｆ 检验对年级差异

进行检验ꎬ采用 χ２ 检验对不同焦虑程度学生的分布进

行检验ꎬ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对大学生焦虑心理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为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校大学生心理焦虑现状　
调查显示ꎬ７３.４％(３ ４８８ 名)的学生心理状况正常ꎬ轻
度焦虑的学生占 ２０.０％(９５２ 名)ꎬ中度或重度焦虑的

学生占 ６.５％(３１０ 名)ꎮ 不同年级学生 ＳＡＳ 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返校大学生焦虑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与年级 人数 ＳＡＳ 得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６５２ ３６.３８±８.４０ －１.６２ ０.１０

女 ３ ０９８ ３６.７５±６.９３
年级 大一 １ ７６８ ３６.３８±７.２３ ４.６３ <０.０１

大二 １ １５３ ３７.４２±７.３２
大三 ８５９ ３６.４７±７.６７
大四 ３３４ ３５.７１±６.６５
大五 ７０ ３５.２０±６.４２
研究生 ５６６ ３６.６８±８.６０

２.２　 对校园管理不同适应态度的返校大学生心理焦

虑检出率比较 　 如表 ２ 所示ꎬ对校园管理(校园封闭

管理、基本无聚集性活动)的不同适应程度ꎬ以及对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消杀工作、学校经常进行防疫宣传

教育)不同认可程度的大学生心理焦虑程度分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不适应或不认可的

学生心理焦虑报告率相对较高ꎮ

表 ２　 返校大学生对校园管理的不同适应态度心理焦虑检出率比较

项目 态度 人数 焦虑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校园管理
　 校园封闭管理 非常同意 １ ０４５ １３２(１２.６) ３８４.８１ <０.０１

同意 １ ５００ ２８２(１８.８)
可能同意 １ １１５ ３６２(３２.５)
不同意 ５８５ ２１９(３７.４)
非常不同意 ５０５ ２６７(５２.９)

　 基本无聚集性活动 非常同意 ２ ７００ ５７８(２１.４) １４９.１９ <０.０１
同意 １ ５１１ ４４０(２９.１)
可能同意 ３４９ １５１(４３.３)
不同意 １０８ ４４(４０.７)
非常不同意 ８２ ４９(５９.８)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学校消杀工作 非常同意 １ ９５２ ３５１(１８.０) ２９１.４０ <０.０１

同意 １ ７７７ ４５５(２５.６)
可能同意 ７６５ ３０８(４０.３)
不同意 １６３ ８１(４９.７)
非常不同意 ９３ ６７(７２.０)

　 学校经常进行防疫宣传教育 非常同意 ２ １０７ ３７９(１８.０) ２６４.０３ <０.０１
同意 １ ８６２ ５１８(２７.８)
可能同意 ５９０ ２５５(４３.２)
不同意 １１４ ５９(５１.８)
非常不同意 ７７ ５１(６６.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返校大学生不同学习情况下心理焦虑检出率比

较　 如表 ３ 所示ꎬ不同学习负担(线下课程时间、线上

课程时间、假期遗留功课需补漏、对考试感到紧张)ꎬ
不同学习环境及条件(线下课堂人员较分散、自习场

所人员密集、因图书馆座位减少而影响学习)的大学

生心理焦虑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对于不同学习负担ꎬ线上线下学习时间长、假
期遗留大量功课需补漏、对考试感到紧张的学生焦虑

比例较高ꎻ对于不同学习环境及条件ꎬ线下课堂人员

密集程度高、自习场所人员密集程度高以及图书馆开

放座位数量减少也会导致学生更加焦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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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返校大学生不同学习情况及态度组心理焦虑检出率比较

学习情况 选项 人数 焦虑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线下课程时间 / (ｈｄ－１) <１.５ １ ８２６ ４４８(２４.５) ２７.７４ <０.０１

１.５~ １ ２２１ ３１１(２５.５)
３~ １ ０１９ ２７１(２６.６)
４.５~ ３８１ １２３(３２.３)
≥６ ３０３ １０９(３６.０)

线上课程时间 / (ｈｄ－１) <１.５ ７１０ １８０(２５.４) ３４.８０ <０.０１
１.５~ ８８１ ２１１(２４.０)
３~ １ ４６９ ３５４(２４.１)
４.５~ ８９６ ２４２(２７.０)
≥６ ７９４ ２７５(３４.６)

假期遗留功课需补漏 非常同意 １ ３３０ ４４３(３３.３) ６９.４５ <０.０１
同意 １ ２２８ ３２４(２６.４)
可能同意 ９０３ ２５０(２７.７)
不同意 ７２８ １４１(１９.４)
非常不同意 ５６１ １０４(１８.５)

对考试感到紧张 非常同意 １ ８１３ ６３７(３７.１) １８３.５５ <０.０１
同意 １ ４６８ ３１８(２１.７)
可能同意 ７１３ １６１(２２.６)
不同意 ３８２ ５３(１３.９)
非常不同意 ３４７ ５７(１５.２)

重组线下课堂人员较分散 非常同意 １ ３００ ２５０(１９.２) １５７.５３ <０.０１
同意 １ ５７７ ３４９(２２.１)
可能同意 １ ３７５ ４５５(３３.１)
不同意 ２５９ ８８(３４.０)
非常不同意 ２３９ １２０(５０.２)

自习场所人员密集 非常同意 ４２９ １４３(３３.３) ５６.８３ <０.０１
同意 ２７６ １５０(３１.５)
可能同意 １ ４９０ ４５４(３０.５)
不同意 １ ２６７ ２９４(２３.２)
非常不同意 １ ０８８ ２２１(２０.３)

因图书馆座位减少而影响学习 非常同意 ７０２ ２５２(３５.９) ７４.３５ <０.０１
同意 ８４４ ２３３(２７.６)
可能同意 １ ６８３ ４７８(２８.４)
不同意 ８２２ １７５(２１.３)
非常不同意 ６９９ １２４(１７.７)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４　 返校大学生不同作息与体育锻炼情况下心理焦

虑检出率比较 　 能迅速从假期不规律作息调整为正

常作息的大学生(选择非常同意)心理焦虑检出率较

低ꎬ为 １５.１％(１５３ / １ ０１２)ꎻ不能的(选择非常不同意)
心理焦虑检出率较高ꎬ为 ５２.０％(１７１ / ３２９)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２９１.５６ꎬＰ<０.０１)ꎮ 每周进行体育锻炼>

６ 次的大学生心理焦虑检出率较低ꎬ为 １８. ８％ (１０８ /
５７６)ꎬ从不进行体育锻炼的大学生心理焦虑检出率较

高ꎬ为 ４３. ５％ ( ２０６ / ４７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８１.０３ꎬＰ<０.０１)ꎮ
２.５　 返校大学生对各种校园活动不同参与情况下心

理焦虑检出率比较 　 经常参加线上文体活动的大学

生(选择非常同意) 心理焦虑检出率较低ꎬ为 １５. ７％
(９６ / ６１３)ꎻ不参加的(选择非常不同意)心理焦虑检出

率较高ꎬ为 ４１.６％(２３５ / ５６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２６.８７ꎬＰ<０.０１)ꎮ
２.６　 返校大学生不同人际交往心态下心理焦虑检出

率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ꎬ因班集体无法聚集而产生集

体疏离感的大学生(选择非常同意)心理焦虑检出率

较高ꎬ为 ４０. １％ ( １２９ / ３２２)ꎻ不产生疏离感的大学生

(选择非常不同意) 检出率较低ꎬ 为 １９. ８％ ( ２３９ /
１ ２０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３１.７８ꎬＰ<０.０１)ꎮ 因

无法与朋友见面而产生孤独感的大学生(选择非常同

意)心理焦虑检出率较高ꎬ为 ４０.７％ (２５８ / ７００)ꎻ不产

生孤独感的大学生(选择非常不同意)检出率较低ꎬ为
１７.５％(１７０ / ９７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６６.５０ꎬＰ<
０.０１)ꎮ
２.７　 新冠疫情返校后大学生焦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分析　 以心理焦虑程度(正常 ＝ １ꎬ轻度焦虑 ＝ ２ꎬ中度

或重度焦虑＝ ３)为因变量ꎬ以上述单因素分析结果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因素有

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最终得出对学校封闭管理的适

应程度、对校园消杀工作的认可程度、是否参加聚集

性活动、每天线下课程时间、每天线上学习时间、对考

试紧张程度、规律作息、体育锻炼频率、线上文体活动

等是返校后大学生心理焦虑的影响因素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校大学生心理焦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４ ７５０)

自变量 选项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封闭管理 非常同意 －０.８２ ０.１９ １８.１６ <０.０１ ０.４４(０.３０~ ０.６４)

同意 －０.８７ ０.１６ ２７.５２ <０.０１ ０.４２(０.３０~ ０.５８)
可能同意 －０.４８ ０.１５ １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６２(０.４６~ ０.８３)
不同意 －０.３１ ０.１５ ４.３６ ０.０４ ０.７３(０.５４~ ０.９８)
非常不同意 １.００

校园消杀工作到位 非常同意 －０.９１ ０.３８ ５.８５ ０.０２ ０.４０(０.１９~ ０.８４)
同意 －０.９６ ０.３７ ６.７８ ０.０１ ０.３８(０.１９~ ０.７９)
可能同意 －０.８４ ０.３６ ５.３０ ０.０２ ０.４３(０.２１~ ０.８８)
不同意 －０.６２ ０.３８ ２.５９ ０.１１ ０.５４(０.２５~ １.１４)
非常不同意 １.００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非常同意 －０.５１ ０.２８ ３.２５ ０.０７ ０.６０(０.３４~ １.０５)
同意 －０.５２ ０.２９ ３.２２ ０.０７ ０.５９(０.３３~ １.０５)
可能同意 －０.５８ ０.３１ ３.５９ ０.０６ ０.５６(０.３１~ １.０２)
不同意 －０.９４ ０.３５ ７.１０ ０.０１ ０.３９(０.２０~ ０.７８)
非常不同意 １.００

线下课程时间 / (ｈｄ－１ ) <１.５ －０.４０ ０.１５ ７.３０ ０.０１ ０.６７(０.５０~ ０.８９)
１.５ ~ －０.３７ ０.１６ ５.３５ ０.０２ ０.６９(０.５０~ ０.９４)
３ ~ －０.４０ ０.１６ ６.００ ０.０１ ０.６７(０.４８~ ０.９２)
４.５ ~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９８(０.６８~ １.４１)
≥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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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自变量 选项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线上学习时间 / (ｈｄ－１ ) <１.５ －０.３２ ０.１３ ６.０９ ０.０１ ０.７３(０.５６~ ０.９４)

１.５ ~ －０.３３ ０.１３ ６.４７ ０.０１ ０.７２(０.５６~ ０.９３)
３ ~ －０.３６ ０.１２ ９.７７ <０.０１ ０.７０(０.５６~ ０.８７)
４.５ ~ －０.１３ ０.１２ １.１６ ０.２８ ０.８８(０.６９~ １.１１)
≥６ １.００

对考试紧张 非常同意 １.００ ０.２０ ２５.７３ <０.０１ ２.７２(１.８５~ ４.０１)
同意 ０.４４ ０.２０ ４.６０ ０.０３ １.５５(１.０４~ ２.３１)
可能同意 ０.３７ ０.２１ ２.９７ ０.０８ １.４４(０.９５~ ２.１９)
不同意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８１ １.０６(０.６６~ １.７１)
非常不同意 １.００

规律作息 非常同意 －０.７５ ０.１７ ２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４７(０.３４~ ０.６５)
同意 －０.５５ ０.１６ １１.９８ <０.０１ ０.５８(０.４３~ ０.７９)
可能同意 －０.４９ ０.１５ １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６１(０.４５~ ０.８３)
不同意 －０.１６ ０.１６ １.０１ ０.３１ ０.８５(０.６２~ １.１７)
非常不同意 １.００

每周体育锻炼频率 / 次 >６ －０.７１ ０.１６ １８.８７ <０.０１ ０.４９(０.３６~ ０.６８)
５ ~ ６ －０.５９ ０.１６ １４.２２ <０.０１ ０.５５(０.４１~ ０.７５)
３ ~ ４ －０.５０ ０.１３ １４.８９ <０.０１ ０.６０(０.４７~ ０.７８)
１ ~ ２ －０.４５ ０.１３ １２.７１ <０.０１ ０.６４(０.５０~ ０.８２)
从不 １.００

经常参加线上文体活动 非常同意 －０.３９ ０.１７ ５.３９ ０.０２ ０.６８(０.４９~ ０.９４)
同意 －０.１８ ０.１４ １.５９ ０.２１ ０.８４(０.６３~ １.１０)
可能同意 －０.２３ ０.１３ ２.８８ ０.０９ ０.８０(０.６１~ １.０４)
不同意 －０.３５ ０.１４ ６.１５ ０.０１ ０.７１(０.５４~ ０.９３)
非常不同意 １.００

３　 讨论

３.１　 返校大学生焦虑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ꎬ返校医学生中有 ２０.０％存在轻度焦虑

情绪ꎬ６.５％为中度或重度焦虑ꎬＳＡＳ 得分的年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ꎬ与此前在非疫情期间对医科大学生焦

虑情绪状况的调查中ꎬ焦虑情绪检出率(１０.８％)有较

大差别[４] ꎮ 而与疫情期间对广东省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调查中焦虑情绪检出率(２６.６％)较为接近[５] ꎮ 大学

生返校后焦虑情绪并未下降ꎬ说明大规模传染病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容易造成长期人群恐慌ꎬ可能来自疫

情持续压力作用下人们呈现身心应激状态[６] ꎬ也与重

新返校后人员再度聚集及疫情防控采取的限流、管制

等措施有关ꎮ
３.２　 返校大学生焦虑心理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校园管理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能适应校园

封闭管理的学生较不能适应的学生心理焦虑程度低ꎮ
校园封闭管理能尽可能防止外部输入感染[７] ꎬ但单

调、乏味的校园生活也容易引起大学生的焦虑情

绪[８] ꎮ 此前一项于 ２００３ 年“非典”期间对封闭管理的

大学生心理状态的研究发现ꎬ大学生出现恐惧、敌对、
抑郁、焦虑等情绪反应的现象较平时显著增多ꎬ原因

不仅是由于疫情的传染性和不确定性ꎬ也因为封闭管

理状态下学生心情烦躁而易造成人际关系敏感、看问

题偏执等现象[９] ꎮ 本研究也显示ꎬ认可学校消杀工作

到位的学生较不认可的学生心理焦虑程度低ꎬ可能是

由于完善的消杀工作能给学生带来安全感ꎮ 另外ꎬ不
参加聚集性活动的学生较参加的学生焦虑程度低ꎬ表
明传染病背景下的聚集活动给公众带来较重的心理

负担ꎮ 学校加强防控疫情的宣传教育能降低学生的

焦虑情绪ꎬ不仅能提高学生对疫情的认识ꎬ还能改善

心理状态ꎬ从而更加积极地应对疫情[１０] ꎮ 若学生对新

冠疫情认识不足ꎬ则易由于恐慌、担忧而产生负性情

绪ꎬ感知的负性情绪越多ꎬ采取的应对方式也越消极ꎬ
两者相互作用ꎬ形成恶性循环[１１] ꎮ
３.２.２　 学业压力　 多因素分析结果还显示ꎬ学业负担

也是学生焦虑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ꎬ与此前一项

疫情期间对医学院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一致[１２] ꎮ 学习时间长、对考试感到紧张都是医学生焦

虑心理的影响因素ꎮ 医学生的学业负担相对繁重ꎬ适
当的压力引起学生的适应处理ꎬ提高学习效率ꎻ而过

度的压力则会引起学生的不适应现象ꎬ出现焦虑[１３] ꎮ
对于刚经历漫长居家生活的大学生ꎬ对繁重学业负担

的不适应会诱导焦虑情绪的产生ꎮ
３.２.３　 健康习惯　 规律作息、高频率的体育锻炼等健

康生活习惯也能减轻学生的焦虑程度ꎮ 体育锻炼能

改善睡眠质量[１４] ꎬ运动时脑垂体释放大量具有镇痛作

用的内啡肽ꎬ有利于焦虑情绪的缓解[１５] ꎮ 体育运动对

大学生的精神与智力状态具有积极作用[１６] ꎬ帮助其理

智地控制因疫情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ꎮ 另外ꎬ体育运

动还能培养学生的心理坚韧性ꎬ提高抗压能力[１７] ꎬ从
而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应对新冠疫情ꎮ
３.２.４　 线上活动 　 经常参加线上文体活动的学生心

理焦虑程度较低ꎮ 在疫情特殊时期ꎬ线上校园活动既

避免了线下接触又不失趣味性ꎮ 新媒体技术的利用

更能增加活动热度ꎬ丰富活动形式ꎬ调动学生的参与

积极性并扩大覆盖面[１８] ꎮ 线上活动可缓解学生在封

闭校园内的空虚、无聊心理ꎬ使学生保持积极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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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ꎬ从而减轻学生的焦虑情绪ꎮ
３.２.５　 社交状态 　 返校后社交状态消极的学生焦虑

心理检出率较高ꎮ 居家期间大学生处于与外界隔离

状态ꎬ缺乏必要的社交活动ꎬ因而再与人交往时易产

生紧张、不自在和恐惧等情绪ꎬ即出现社交焦虑现

象[１９] ꎮ 一部分学生还可能因害怕感染而回避与人交

往ꎬ出现社交退缩行为[２０] ꎮ 返校后ꎬ由于班集体无法

聚集活动ꎬ与朋友见面机会减少ꎬ加剧了学生从假期

延续而来的孤独感ꎬ进一步加重社交焦虑ꎮ
３.３　 建议　 (１)学校应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ꎬ采取

严格措施避免人群聚集ꎬ在返校过渡时期采取线上为

主ꎬ线下重组补充的教学模式ꎻ对图书馆、自习室、食
堂、快递领取点等场所严格控制人流ꎮ (２)高校也可

基于此次疫情建立大学生健康教育长效模式ꎬ开设课

程重点讲解卫生健康知识ꎬ通过长期系统化教育提高

大学生健康素养[２１] ꎮ (３) 需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ꎮ 在过渡时期ꎬ可适当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ꎬ组
织各种线上活动ꎬ丰富学生在校生活[２２] ꎮ 另外ꎬ应鼓

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ꎬ选择空旷开放空间进行室外运

动ꎮ (４)可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ꎮ 学生通过拨打热

线电话ꎬ或利用 ＱＱ、微信、电子邮箱等社交平台接受

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辅导服务ꎮ
综上所述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校大学生出现焦

虑情绪的现象较为普遍ꎬ主要与特殊时期的校园管

理、繁重的学业压力、个人健康习惯、社交状态等各种

因素有关ꎮ 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学生情绪ꎬ必要

时可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ꎬ从而减轻返校学生的焦虑

情绪ꎬ以帮助其更迅速地适应返校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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