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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quality and quality education requirements, the social attention to the psy-
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needs is also more 
and more high.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
tors such as region,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social service needs of minority 
and Han university students will also be different at different levels. As the 
hope and future of all ethnic groups,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back-
bone of inheriting,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eth-
nic groups.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such a special group. At 
present,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es 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ervic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at home and abroad, but the researches on the psycholog-
ical health service needs of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re less, and mainly fo-
cus on the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the needs of minority col-
lege students for group counseling and group counseling is of great theoreti-
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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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团体咨询是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一种心理咨询形式，在帮助那些有着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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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课题和相似心理困扰的人时，团体心理咨询较个别咨询而言更加经济有效

(邵瑾，樊富珉，2015 [1]；王茹婧等，2017 [2])。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

发展状态，合理利用团体心理辅导，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心

理指导，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其身心得

到良好、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各个民族院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任务。 
需求是指有机体内部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的状态，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则

是指个体当前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想要达到的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所

引起的缺乏或不平衡状态(方芳，2019) [3]。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团体咨询的需

求研究现状可以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

研究现状；二是团体咨询与团体辅导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实践应用现状。

同时，在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研究现状中，又可以细分为三部

分，分别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研究；不同方式的团体辅

导和团体咨询对大学生的影响；团体辅导和团体咨询对大学生不同阶段心理

健康服务需求的影响。 

2.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心理服务需求 

人格发展是心理成长的重要课题，自我的实现是人格发展过程中的核心

问题。在埃里克森的自我发展理论中，“自我同一性”这一概念是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获得同一感是青春期发展的核心任务。青少年从对父母的依赖

关系中逐渐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个体，他们会对周围世界产生新的观察和

新的思考，他们会经常考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会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中，

也会从自己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中，逐渐认清自己，体验到自我内在的延续

感，确立自己的身份。成功获得同一性，会帮助青少年顺利进入成年期，否

则就会产生同一性混乱，无法获得自我身份的确立，难以和他人建立亲密关

系。 
但其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延期偿付 1”，青少年可能会推迟这一任

务，延迟做出个人生活或职业的选择和承诺。这一情况在中国社会的复杂背

景下其实较为普遍，青少年在进入大学之前，都与父母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

学习和生活的主题被他人安排。但当其成为一名大学生之后，这一任务不可

避免地会到来。而另一方面，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也

承担着社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这意味着，大学生不仅需要实现自我确证的

任务，还会面对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受到更多的关注。 

2.1. 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总体上来说，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校大学生出现心

理问题的比例在三成左右，而存在较严重心理障碍的大学生约占一成(黄希

庭，郑涌，2009) [4]。黄希庭等(2011) [5]对 35 所高校 5058 名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服务需求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处于“有点希

 

 

1埃里克森用“延期偿付”来描述青少年在面临各种选择的思想斗争过程中，会延迟做出个人生

活或职业的选择和承诺。埃里克森认为，在一个复杂社会，在这个“延期偿付”的阶段，青少

年势必会经历自我同一性危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自我同一性的达成是一个逐渐缓慢的探索

过程，而不是外在的急剧变化。延期选择很正常，而且是健康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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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和“希望”之间，总体偏向希望得到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 
在服务内容上，对人际关系(91.98%)、择业和职业发展(90.4%)、学业问

题(89.9%)的需求最高，其次为自己的身心管理(88.2%)、生计与生活(84.4%)
以及婚恋和两性心理(69.6%)，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需要聚焦在

对良好人际关系追求、事业发展和学习进步等发展性需要上。 
在服务方式和途径上，“科普宣传、健康教育、向同学朋友咨询”是当

前大学生首选的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方式和途径，而“与医生、精神科专家

面谈和电话咨询”被排在最末三位。这些途径体现出中国大学生在心理健康

服务需要表达上的社会取向的特征。 
另外，在服务态度上，84.3%的大学生希望有固定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提

供服务，83.2%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必要了解心理健康知识；74%的大学生认

为有必要和心理健康服务人员讨论自己和家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反映出当前

大学生群体有较强的心理服务需要和较高的心理健康服务意愿。 

2.2. 不同方式的团体辅导和团体咨询对大学生的影响 

当前对团体辅导和团体咨询对大学生影响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不

同方式的团体辅导和团体咨询对于大学生的影响研究。如表达性艺术治疗、

叙事疗法、积极心理学取向、焦点解决取向和接纳承诺疗法等对于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应用。不同方式团体辅导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团体辅导和团体治疗对

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有显著性的结果。 
在森田疗法取向下团体辅导改善大学生面试焦虑的对照研究中，采用心

理问卷测量、患者自我评价以及专家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以森田疗法为基础

的团体辅导应用于面试焦虑障碍的治疗。通过实验组、对照组和榜样组之间

的对比测试，在后侧、追踪测试中，实验组中的 SADS 总分和 2 个因子分均

低于对照组；前测中，实验组 SADS 总分和 2 个因子分均高于榜样组。且实

验组自我量化报告后测得分均高于前测。包括实验组在团体结束后的一周后

填写自我质性报告，结果也显示了受测者在经过森田疗法，焦虑情况得到了

有效的改善和提升，总体有效率 90.5% (倪士光，伍新春，张岿，2010) [6]。 
同样，在团体箱庭疗法干预大学生心理复原力的过程与效果中，采用干

预组、控制组前后测设计，被试为 19 名低心理复原力大一学生。干预组被试

进行 8 次团体活动，2~6 次为团体箱庭活动。在其前后测的结果对比中，我

们也发现：干预组的《自我复原力量表》和《大学生心理健康问卷(UPI)》分

数变化显著，控制组不显著；在箱庭的各个心理复原力评估指标及总分上，

干预组和控制组前测不显著，后测干预组均显著高于控制组(王丹，张日昇，

2014) [7]。由此可知，团体箱庭能够有效的干预低心理复原力大学生的心理

复原力水平，进而改善心理健康水平，团体箱庭活动中加入心理复原力常见

组成成分自我反思的设计具有一定作用。 
而在团体绘画心理辅导在完善大学生自我概念中的作用研究中，其主要

目的是探讨团体绘画心理辅导对帮助大学生完善自我概念的作用。在该研究

中招募 53 名大学生作为团体成员，进行为期 2 个月，共 7 个单元的团体绘画

心理辅导。辅导前后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对团体成员进行对比测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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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也有效的显示了团体成员在家庭自我(FA)、自我满意(SA)、道德自我

(ME)、心理自我(PER)、社会自我(SO)、自我认同(ID)等六个因子有显著提高。

最后的结论也证明了，团体绘画心理辅导对于帮助大学生完善自我概念是有

效的(雒力静等，2011) [8]。 

2.3. 团体辅导和团体咨询对大学生不同阶段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 

影响 

对于不同阶段的大学生来说，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需求也会存在不

同的倾向。例如大一阶段的新生，会更关注于新生适应性和人际交往问题。

而在大二、大三阶段，会更关注于学习压力问题、情感心理问题等问题。大

四阶段，主要是为了做好实习和就业准备。对于不同阶段的大学生，开设不

同类型的团体辅导与咨询，并对其影响进行研究。如针对大一新生来说，研

究人际关系小组的效用，针对大二大三学生，开设压弹成长小组、两性成长

小组等团体，对于大四的学生，研究自我成长小组、职业生涯规划小组等对

大学生的影响。 

3. 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服务需求 

从客观上来看，少数民族在地区、经济、政策以及民族文化都存在其特

殊的条件，这些因素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可能会使得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普通大学生有所不同(杨晓梅，2011) [9]。总

的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经济、文化和教育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聚

居地，在这些特定的生长环境下，他们形成了勤劳善良、意志坚强等好的品

质，但另一方面，作为大学生，面对一个更具开放性，竞争也更加激烈的环

境，他们可能会遇到更多适应性的困难，心理问题的易感性也可能更高。 

3.1. 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由于民族的多样性和分散性，目前国内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的研究重点各有不同，往往只偏向于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研究，主要的研究

核心是民族文化问题(蔡笑岳，罗列，何伯锋，2012) [10]。此外，针对于少数

民族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的文献依旧不多，截止到 2020 年 3
月，以 CNKI 数据库为检索工具，以“心理健康”、“少数民族大学生”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有 372 条结果，其中大部分

为教育与思政方面的研究，心理学上的研究依然较少。 
另一方面，多项研究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较

汉族学生更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在文化背景、语言、生活

习惯上面临着更大的差异，加上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缺乏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

相比汉族学生，更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学业压力、人

际交往、文化适应以及其他方面(吴大鹏，何萍，任晓虹，2020) [11]。根据罗

鸣春(2010) [12]对于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

生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总体高于汉族学生。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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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好的，但存在

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据统计，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占大

学生总数的 23%，主要表现在：环境适应不良、人际交往障碍、自卑、情感

心理问题、学习压力问题五个方面。 

3.2. 团体咨询与团体辅导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实践应用现状 

不同民族拥有其特有的心理健康观念和心理健康维护机制，而目前国内

针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团体辅导和团体咨询需求的研究还较少，主要集中

在应用方面，且从两方面的研究入手。一方面研究不同方式的团体辅导和团

体咨询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应用，如研究箱庭、心理剧和音乐治疗等技术

在少数民族团体辅导中的应用，林孟晖(2016) [13]采用团体箱庭疗法对 5 组

40 名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干预，发现团体箱庭能有效改善少数民族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张秀琴(2014) [14]等认为，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时，在民族认同、人际交往、情绪管理、职业规划等方面，叙事取

向的团体辅导会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关注团体辅导和团体咨询对于少数民族

大学生不同问题的研究，包括研究团体辅导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适应性、职

业规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影响，例如范凌云等(2019) [15]通过团体辅导方式

对 82 名少数民族护理实习生职业规划进行干预，并取得了正向结果，刘桂芬

等(2007) [16]将团体咨询与个别咨询结合起来对 61 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自

信心训练，结果发现团体心理咨询可以有效地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信心。 

3.3. 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服务需求展望 

需要意识到的是，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显示，他们需要

更多的心理服务资源，并不会意味着他们更愿意主动接受心理辅导或心理咨

询服务。研究发现，汉族大学生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和

方式上差异显著，这表明不同民族特有的心理健康观念和心理健康维护机制

可能影响到其成员对待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求助方式和行为(黄希庭 等，

2011) [5]。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服务态度与方式上的需求强度显著高于汉族

学生，这说明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他们对于获得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

方式或途径更为在意，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服务

方式的需求上存在的特点。 
另外，对于不同年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他们对于心理服务的需求

可能也各有不同。根据黄希庭(2011) [5]对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调

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要强度呈现“前高后低”现象，即大一、

大二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显著高于大三、大四学生，可能是大学新生面

临学习和生活的双重适应，需要更多的心理社会资源支持，导致心理健康服

务需要增加，并在大二阶段集中体现出来。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

不同年级可能也存在不同的心理服务需求，比如对大一阶段的少数民族学生

来说，他们可能更需要在新生入学环境适应问题和人际交往问题上得到帮助。

对于大二、大三阶段，可能更需要处理学习压力问题和情感心理问题。而大

四阶段，更需要在实习和就业问题上得到帮助(李丹，尧国靖，20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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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不足之处 

本文主要在对当代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

探讨了在社会心理服务视角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团体咨询服务的需求。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依旧有限，而

研究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心理健康服务存在需求，并且在需求方式

或需求结构上，存在其独特的特点。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服

务需求进行更直接深入的研究，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服务是必要的。 
本文主要是梳理已有的文献中对于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发现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应用方面，例如研究者们更侧重于研究不同的团体

辅导方式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干预效果，或者团体辅导对于

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同方面问题的干预情况，但在实施团体干预之前，基本没

有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相关团体主题需求进行调查研究。同样，

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目前研究主要是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而没有进行

实证性的调查。 
其次，本文只是在概括性的谈论“少数民族大学生”这一群体，并简要的

与汉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需求进行比较。但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也存在差

异，不同的民族也有其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化与信仰，其心理特点与心理易感

性也会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差别；同时，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其成长

环境的差异，也会为其心理发展带来相应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内地

藏族学生中，来自日喀则地区的藏族学生在抑郁、不受欢迎、自伤、思维障碍、

违纪因子上的得分要明显高于拉萨地区的藏族学生(何艳等，2000) [18]。 
因此，未来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需求的研究应该通过问卷、

访谈或实验等方式，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具体的民族、

年级、居住地、学习经历、学习汉语时间等变量，了解哪些变量与少数民族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更高的相关，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心理健康

服务以及团体辅导的接受度，从而更好地并且更有针对性的为少数民族大学

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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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社会心理服务视角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团体咨询的需求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学习质量和素质教育要求的提升，社会对于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需求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研究表明，因

其地域、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的

社会服务需求也会出现不同层次上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各民族的希

望和未来，是继承、发扬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骨干，关注这样一个特殊群

体的心理状况，是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外对于大学生心理健

康服务需求的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服务需求的研究较

少，且主要集中在应用方面。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团体辅导和团体咨

询的需求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少数民族大学生，团体咨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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