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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
———基于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的思考

陈方芳，杨瑾雯

（长沙理工大学 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为揭示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大学生社会心态与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之间的关系，根据《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报告，结合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下网络调适和疏导的具体对策分别确定维度，并编制

《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有效性 调 查 问 卷》《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 下 大 学 生 的 情 绪 体 验 问 卷》《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 下

大学生的生理行为影响问卷》，研究表明：大学生情绪体验总分及各情绪维度与网络调适和疏导总分及其

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对于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大学生倾向选择且最有效的是网络援助调节，而

网络援助调节中大学生倾向选择且 最 有 效 的 对 策 是 网 络 心 理 咨 询。这 些 结 论 为 培 育 大 学 生 健 康 社 会 心

态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社会心态；大学生；网络调适与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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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缘起

新冠肺炎疫 情，是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在 我 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 的 一 次 重 大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１］。２０２０
年１月２７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

会心理研究 中 心 发 布 的《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下的社会心态》报告显示，调查人群中存有强

烈担忧情绪的人数占比７９．３％，存有较强烈恐

惧情绪的人数占比４０．１％，存有较强烈愤怒情

绪的人数占 比３９．６％［２］。研 究 表 明，担 忧 是 疫

情期间民众的主流情绪，因害怕自己被感染，恐

惧和愤怒的情绪也比往常偏高。处于重大突发

事件中，民众 的 个 人 心 理 普 遍 会 出 现 应 激 的 忧

虑和恐惧状 态，而 个 体 应 激 的 忧 虑 和 恐 惧 状 态

汇集而成的整体意义上的民众社会心态也会不

断发生变 化［３］。有 学 者 指 出，在 突 发 事 件 发 生

时，社会心理 因 素 对 突 发 事 件 控 制 效 果 和 进 程

的影响越 来 越 显 著［４］。可 见，在 重 大 突 发 事 件

中，对民众社会心态进行调适与疏导是至关重要

的。尽管突发事件带来的威胁也许并不会波及

到每一个人，但它带来的“涟漪效应”可能会导致

正处在“三观”成型期的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发生

一些变化，尤其要警惕大学生的社会心态在重大

突发事件冲击下向着消极方向转变。
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 期 间，我 国 先 后 采 取 了

一系列有效 措 施 应 对 疫 情 的 扩 散 与 蔓 延，同 时

避免民众社会心态转向消极，其中，网络调适和

疏导对于社会心态的调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

用。中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ＣＮＮＩＣ）发 布 的

第４８次《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显

示：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我 国 网 民 规 模 达１０．１１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７１．６％，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达１０．０７亿，网 民 使 用 手 机 上 网 的 比 例 达

９９．６％。生活在 信 息 时 代，大 学 生 已 然 离 不 开

网络，也无法 脱 离 网 络 的 影 响，因 此，通 过 网 络

对部分大学生的负面情绪以及不良社会心态进

行及时疏导和调节是响应国家开展疫情防控心

理工作的重 要 一 环，也 是 培 育 大 学 生 形 成 积 极

向上、理性平 和、自 尊 自 信 的 社 会 心 态，成 为 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文将以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 为 背 景，揭 示 在

重大突发事 件 下 大 学 生 社 会 心 态 的 特 征 表 现，
并通过采用 问 卷 调 查 法，探 讨 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

的多维路径，即 政 府 网 络 行 为、媒 体 网 络 行 为、
网络援助行为、网络自我调节等，及其在此次疫

情中对大学 生 社 会 心 态 产 生 的 效 用，揭 示 大 学

生社会 心 态 与 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 对 策 之 间 的 关

系，以促进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为保障

大学生以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及心理健康安全

提供一些思路和启示。
（二）研究方法

１．被试选取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法从长沙理工大学

及周边高 校 共 选 取４２０名 大 学 生 进 行 问 卷 调

查，回收 问 卷４２０份，有 效 问 卷 共４０７份，有 效

率为９６．９０％。其中，男生１９８名，女生２０９名；
学历 分 布 情 况：大 一 学 生６２名，大 二 学 生７１
名，大三 学 生１０１名，大 四 学 生１０３名，研 究 生

７０名；生源地分布情况：城镇户口２１３人，农村

户口１９４名。

２．编制问卷

本次共编写 了《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 对 策 有 效

性调查问卷》《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下大学生的情绪

体验问卷》《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下大学生的生理行

为影响问卷》三份问卷，整个问卷的编制过程分

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先确 定 问 卷 维 度，再 编 制《网 络 调

适和疏导对策有效性调查问卷》《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下大学生的情绪体验问卷》《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

下大学 生 的 生 理 行 为 影 响 问 卷》的 问 卷 条 目。
这是基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中的实际情况并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研究中

心发布的《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下 的 社 会 心

态》报告以及《中 国 社 会 心 态 研 究 报 告（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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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编制而成，目 的 是 为 了 得 出 大 学 生 对 这 些 具

体实施对策 的 选 择 倾 向 和 有 效 性 的 认 同 感，以

便在重大突发事件下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

的社会心 态 进 行 调 适 和 疏 导。《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对策有效性调查问卷》将对策分为４个维度、

１２个子维度、３６个条目，其中包括的４个维度，
即：网络自我调节（网络消费、网络学习、网络娱

乐３个子维度）；网络媒体调节（科普知识、传播

正能量、专家 分 析３个 子 维 度）；网 络 政 府 调 节

（应对方案、网 络 辟 谣、应 对 方 案３个 子 维 度）；
网络援助调 节（心 理 咨 询、网 友 倾 诉、陌 生 人 安

慰３个子维 度），每 个 子 维 度 均 从 行 为 频 率、积

极情绪获得、认 知 态 度 三 个 方 面 进 行 提 问。根

据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下大学生的社会心态表征编

制出两 个 量 表，其 中，《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 下 大 学

生的情绪体 验 问 卷》将 大 学 生 的 情 绪 体 验 分 为

５个维度，即乐观、平静、恐惧、担忧、愤怒，而每

个维度又包括３个条目，共１５个 条 目；《ＣＯＶ－
ＩＤ－１９疫情下大学生的生理行为影响问卷》将大

学生的生理行为分为３个维度，即强迫行为、攻

击行为、过度行为，每个维度包括３个条目，共９
个条 目。根 据 希 金（Ｈｉｎｋｉｎｓ，１９９５）的 建 议，所

有条目的反应尺度均采用李克特五点类型量表

（Ｌｉｋｅｒｔ　ｔｙｐｅ　ｆ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ｓｃａｌｅ），选 项１－５分 别

赋分，１表示非常不符合，５表示非常符合，由被

试者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第二 步：选 取５４名 大 学 生 进 行 初 测，并 对

初测所得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根据内在

一致性的统计要求，在《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有

效性调查问卷》中，初测和复测的克朗巴哈系数

分别为０．９０６与０．９３０；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 情 下

大学生的情绪体验问卷》中，初测和复测的克朗

巴哈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８３０与０．７４９；在《ＣＯＶＩＤ－
１９疫情下大 学 生 的 生 理 行 为 影 响 问 卷》中，初

测和 复 测 的 克 朗 巴 哈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６４１与

０．８８０，以上数据表明本量表的信度非常高。同

时，三个 问 卷 的ＫＭＯ 分 别 为０．５３６、０．６４６和

０．６４３，均大于０．５，适合做因子分析。最 后，由

表１数据可知，除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 之 间 不

存在显著相 关 外，问 卷 各 维 度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相

关，可见，问 卷 的 结 构 效 度 非 常 高。另 外，由 于

该问卷项目的生成经过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

操作程序，并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因而公因子方

差“提取”的值集中在０．７－０．９之间，且均大于

０．５，表明变量 均 可 以 很 好 地 被 表 达，具 有 较 好

的内容效度，因此，整个问卷６０道题完整收录。

表１　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调查问卷的结构效度分析

网络自

我调节

网络媒

体调节

网络政

府调节

网络援

助调节

网络媒体调节 ０．４４５＊＊

网络政府调节 ０．４８４＊＊ ０．６１９＊＊

网络援助调节 ０．３４６＊ ０．３７７＊＊ ０．４１５＊＊

网络调适与疏导 ０．７２６＊＊ ０．７８１＊＊ ０．８０７＊＊ ０．７４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施测程序

运用已确定 的 具 有 较 高 信 度 和 效 度 的《网

络调适和疏导对 策 有 效 性 调 查 问 卷》《ＣＯＶＩＤ－
１９疫情下大学生的情绪体验问卷》《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下大学生的生理行为影响问卷》，确定规范

的指导语，采取问卷调查，由调查对象自填的方

式开 展 调 查，所 有 数 据 统 计 与 分 析 均 采 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进行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本研 究 的 数 据 分 布 特 点，我 们 主 要

对数据进行 了 相 关 分 析 和 回 归 分 析，下 面 主 要

从四个方面阐述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与网络调适和疏

导对策的总体相关关系

从表２得出以下结论：（１）网络调适和疏导

对策各维度 与 大 学 生 情 绪 体 验 总 分 存 在（ｐ＝
０．０１）水平以上的显著正相关，并与大学生各情

绪体验维度均存在（ｐ＝０．０１）水平以上的显著

正相关；（２）网络调适和疏导总分与大学生强迫

行为 存 在（ｐ＝０．０１）水 平 以 上 的 显 著 正 相 关，

与其他生理行为影响之间存在不显著相关；（３）

网络自我调节与强迫行为之间存在（ｐ＝０．０１）
水平以上的 显 著 正 相 关，与 其 他 生 理 行 为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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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存在不显著相关；（４）网络媒体调节与攻击

性行为之间存在（ｐ＝０．０１）水平以上的显著负

相关，与其他 生 理 行 为 影 响 维 度 存 在 不 显 著 相

关；（５）网络政府调节与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ｐ

＝０．０１）水平以上的显著负相关，与其他生理行

为影响维度存在不显著相关；（６）网络援助调节

与生理行为影响、强迫行为、攻击性行为、过度行

为存在（ｐ＝０．０１）水平以上的显著正相关。

表２　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与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的相关系数

网络自我

调节

网络媒体

调节

网络政府

调节

网络援助

调节

网络调适

和疏导

情绪体验 ０．４３６＊＊ ０．４３８＊＊ ０．４８８＊＊ ０．５７９＊＊ ０．５９８＊＊

乐观 ０．３８２＊＊ ０．５６１＊＊ ０．６３５＊＊ ０．３６７＊＊ ０．５９２＊＊

平静 ０．３１６＊＊ ０．２４７＊＊ ０．２６８＊＊ ０．３６０＊＊ ０．３６６＊＊

恐惧 ０．１８５＊＊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９＊＊ ０．３２８＊＊ ０．２５８＊＊

担忧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９＊＊ ０．４０５＊＊ ０．３７９＊＊

愤怒 ０．２９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８０＊＊ ０．４２８＊＊ ０．３８２＊＊

生理行为影响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５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８

强迫行为 ０．１４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５　 ０．３５２＊＊ ０．２１３＊＊

攻击性行为 －０．００３ －０．１８３＊＊ －０．２００＊＊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９

过度行为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０　 ０．２６６＊＊ ０．０７９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二）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的人口统计学影

响因素

首先，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中的情

绪体验维度及其５个 因 子、生 理 行 为 影 响 维 度

及其３个因子在性别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ｔ检

验，其中，Ｍ 代表平均数；ＳＤ 代表标准差，得到

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的性别

差异ｔ检验（Ｎ＝４０７）

男

Ｍ　 ＳＤ

女

Ｍ　 ＳＤ
ｔ

情绪体验 ５３．５６　 ８．７８　 ５３．８９　 ６．８２ －０．３９＊＊

乐观 １２．２５　 ２．４４　 １２．８６　 １．７７ －２．７２＊＊

平静 １０．０７　 ２．３３　 １０．１３　 ２．２４ －０．２７

恐惧 ９．８８　 ２．８５　 １０．０７　 ２．７３ －０．６３

担忧 １０．７４　 ２．４１　 １０．６１　 ２．０７　 ０．５５

愤怒 １０．６２　 ２．７１　 １０．２２　 ２．３５　 １．５０

生理行为影响 ２３．６５　 ８．８６　 １９．８４　 ７．４７　 ４．４３＊＊

强迫行为 ９．１４　 ３．３３　 ８．１９　 ３．２６　 ２．７３

攻击性行为 ６．５１　 ３．７４　 ４．９３　 ２．８４　 ４．５５＊＊

过度行为 ８．０１　 ３．３３　 ６．７３　 ２．９５　 ３．８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由表３可知：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情绪体

验、乐观、生理行 为 影 响、攻 击 性 行 为 和 过 度 行

为维度上存在 显 著 差 异，其 中，在 情 绪 体 验、乐

观 维 度 上，女 生 得 分 均 显 著 高 于 男 生（ｐ＜
０．０１），在生理行为影响、攻击性行为、过度行为

维度上，男生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ｐ＜０．０１）。

其次，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中情绪

体验维度及其５个因子和生理行为影响维度及

其３个因 子 在 年 级 变 量 上 进 行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得到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不 同 年 级 的 大 学 生，在 乐 观、

恐惧、担忧、生理行为影响、强迫行为、攻击性行

为、过度行为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乐

观维度上，大一、大 二、大 三 学 生 和 研 究 生 的 得

分显著高 于 大 四 学 生（ｐ＜０．０１）；在 恐 惧 维 度

上，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和大三学

生（ｐ＜０．０１）；在担忧维度上，大三学生得分显

著高于大一、大二学生和研究生，大四学生得分

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学生（ｐ＜０．０１）；在生理行

为影响维度上，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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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三学生和研究生（ｐ＜０．０１）；在强迫行为

维度上，大四学 生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大 一、大 二、大

三学（ｐ＜０．０１）；在攻击性行为维度上，大四学

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和研究生

（ｐ＜０．０１）；大二、大三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

学生（ｐ＜０．０１）；在过度行为维度上，大四学生

得分显 著 高 于 大 一、大 二、大 三 学 生 和 研 究 生

（ｐ＜０．０１）。

表４　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在年级上的方差分析（Ｎ＝４０７）

大一（１）

Ｍ　 ＳＤ

大二（２）

Ｍ　 ＳＤ

大三（３）

Ｍ　 ＳＤ

大四（４）

Ｍ　 ＳＤ

研究生（５）

Ｍ　 ＳＤ
Ｆ　 ＬＳＤ

情绪体验 ５３．０２　 ６．７８　 ５２．５８　 ７．７８　 ５４．０２　 ６．７２　 ５４．４５　 ９．７１　 ５４．７９　 ７．１４　 １．０６

乐观 １２．８１　 １．８８　 １２．７３　 ２．０７　 １３．１２　 １．７６　 １１．２１　 ２．７５　 １３．０７　 １．４６　 １３．９０＊＊ １、２、３、５＞４

平静 ９．８５　 １．９０　 ９．９２　 ２．４０　 １０．０７　 ２．０９　 １０．５０　 ２．６８　 １０．４６　 ２．２０　 １．３４

恐惧 ９．８１　 ２．３９　 ９．８０　 ２．８８　 ９．３２　 ２．９７　 １０．８９　 ２．６６　 １０．１４　 ２．４６　 ４．５７＊＊ ４＞１、２、３

担忧 １０．２４　 １．９３　 ９．８９　 ２．２９　 １１．４７　 １．９７　 １０．９４　 ２．３９　 １０．７４　 ２．０８　 ６．７８＊＊
３＞１、２、５

４＞１、２

愤怒 １０．３１　 ２．４５　 １０．２４　 ２．５６　 １０．０５　 ２．４４　 １０．９１　 ４．７４　 １０．３７　 ２．４９　 １．６０

生理行为影响 １８．９５　 ６．４９　 ２０．２１　 ８．０７　 ２０．４７　 ６．９７　 ２７．９０　 ９．２０　 ２０．９１　 ８．３８　 １８．３６＊＊ ４＞１、２、３、５

强迫行为 ７．９０　 ３．１９　 ８．３２　 ３．５９　 ８．４３　 ３．００　 ９．６９　 ３．１６　 ８．８３　 ３．６０　 ３．６６＊＊ ４＞１、２、３

攻击性行为 ４．２１　 ２．４０　 ５．３２　 ２．９０　 ５．２１　 ２．８０　 ８．９０　 ３．９８　 ４．９６　 ２．９２　 ３１．３８＊＊
４＞１、２、３、５；

２、３＞１；

过度行为 ６．８４　 ２．４７　 ６．５６　 ３．０８　 ６．８３　 ２．７４　 ９．３１　 ３．３１　 ７．１３　 ３．５０　 １２．７５＊＊ ４＞１、２、３、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最后，通过对大学 生 社 会 心 态 表 征 中 的 情

绪体验维度及其５个 因 子、生 理 行 为 影 响 维 度

及其３个因子在生源地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ｔ
检验，得出结果：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的所有维

度与生源地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的人口统计学影

响因素

首先，通过 对 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 对 策 中 的４
个因子在性别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ｔ检 验，得

到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网络调适与疏导对策的性别

差异ｔ检验（Ｎ＝４０７）

男

Ｍ　 ＳＤ

女

Ｍ　 ＳＤ
ｔ

网络自我调节 ３４．６５　 ６．１０　 ３５．７８　 ４．４６ －２．１４＊＊

网络媒体调节 ３５．９９　 ６．６９　 ３７．７０　 ４．４９ －３．０４＊＊

网络政府调节 ３６．１６　 ６．３５　 ３８．１８　 ４．３１ －３．７８＊＊

网络援助调节 ３３．１８　 ６．６８　 ３２．９５　 ５．９４　 ０．３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由表５可知：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网络自

我调节、网络媒体调节、网络政府调节维度上存

在显著差异，其 中，在 网 络 自 我 调 节、网 络 媒 体

调节、网络政府调节维度上，女生得分均显著高

于男生（ｐ＜０．０１）。
其次，通过 对 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 对 策 中 的４

个因子在年级变量上 进 行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得

到结果，如表６所示。

由表６可知：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网络自

我调节、网络媒体调节、网络政府调节维度上存

在显著差异，其 中，在 网 络 自 我 调 节 维 度 上，大

一、大二学生和研究生 的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大 四 学

生（ｐ＜０．０１），研究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学生

（ｐ＜０．０５）；在 网 络 媒 体 调 节 维 度 上，大 一、大

二、大三学生和研究生 的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大 四 学

生（ｐ＜０．０１），研究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学生

（ｐ＜０．０５）；在 网 络 政 府 调 节 维 度 上，大 一、大

二、大三学生和研究生 的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大 四 学

生（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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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在年级上的方差分析（Ｎ＝４０７）

大一（１）

Ｍ　 ＳＤ

大二（２）

Ｍ　 ＳＤ

大三（３）

Ｍ　 ＳＤ

大四（４）

Ｍ　 ＳＤ

研究生（５）

Ｍ　 ＳＤ
Ｆ　 ＬＳＤ

网络自我调节 ３６．１３　 ４．７７　 ３５．５１　 ４．６１　 ３４．９１　 ５．６３　 ３３．７９　 ７．０２　 ３６．６７　 ４．１５　 ３．７８＊＊ １、２、５＞４；５＞３

网络媒体调节 ３８．２６　 ３．８８　 ３６．５５　 ５．６２　 ３８．００　 ４．４７　 ３３．９２　 ７．２０　 ３８．５７　 ４．８４　 ２２．２４＊＊ １、２、３、５＞４；５＞２

网络政府调节 ３７．６９　 ３．９５　 ３８．１７　 ４．４９　 ３８．２６　 ４．５１　 ３４．１４　 ７．０１　 ３８．６１　 ４．８０　 ２２．８０＊＊ １、２、３、５＞４

网络援助调节 ３３．４７　 ６．２０　 ３３．０１　 ６．３５　 ３３．３０　 ５．８９　 ３２．８０　 ６．７６　 ３２．７９　 ６．４１　 ０．１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最 后，通 过 对 网 络 调 适 与 疏 导 对 策 中 的４
个因子在生 源 地 变 量 上 进 行 独 立 样 本ｔ检 验，

得出结果：网络调适和 疏 导 对 策 的 所 有 维 度 与

生源地都存在不显著差异。
（四）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对大学生社会心

态的影响因素

首先，以网络 自 我 调 节、网 络 媒 体 调 节、网

络政府调节、网络援助调节为自变量，大学生中

情绪体验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得到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对大学生社会心态中

情绪体验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

系数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ｔ

网络自我调节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５　 ２．０２７＊

网络媒体调节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４　 ０．９４５

网络政府调节 ０．３２６　 ０．０９０　 ０．２２９　 ３．６１０＊＊

网络援助调节 ０．５３０　 ０．０５７　 ０．４２７　 ９．３２９＊＊

　　由表７可得出 情 绪 体 验 的 回 归 方 程 式：情

绪体验＝１９．０６０＋０．１３９×网 络 自 我 调 节＋０
．００６×网络媒体调节＋０．３２６×网络政府调节

＋０．５３０×网络援助调节。根据大学生情绪体

验的回归方程可以发现，其中，网络政府调节和

网络援助调节维度Ｓｉｇ＝０．０００，网络政府调节

维度Ｓｉｇ＝０．０４３，因此，可以得出，大学生情绪

高涨时调适和疏导的最有效对策是网络援助调

节，其后依次是网络政府调节、网络个人调节及

网络媒体调节。

其次，以网络心理咨询、网友倾诉、陌生人安

慰为自变量，大学生的情绪体验为因变量，对数

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网络援助调节对大学生社会心态中

情绪体验的回归分析

非标准化

系数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ｔ

网络心理咨询 ０．７９３　 ０．１３５　 ０．２８６　 ５．８７７＊＊

网友倾诉 ０．６５１　 ０．１６９　 ０．２０１　 ３．８６２＊＊

陌生人安慰 ０．７０２　 ０．１４６　 ０．２３０　 ４．８０６＊＊

　　由表８可得出 情 绪 体 验 的 回 归 方 程 式：情

绪体 验＝３０．２８１＋０．７９３×网 络 心 理 咨 询＋
０．６５１×网友倾诉＋０．７０２×陌 生 人 安 慰。根据

大学生情绪体验的回归方程可以发现，所有维度

Ｓｉｇ＝０．０００，而在网络援助调节中，根据Ｂａｔｅ系

数可以看出，对大学生社会心态中的情绪体验影

响最大的网络援助调节对策是网络心理咨询，其
后依次是陌生人安慰、网友倾诉。

　　四、讨论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

对绝大多数大学生的社会心态都产生了正向影

响，其中，网络心理咨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

对于部分攻击性较高的大学生来说，网络媒体上

过载的信息可能会降低调适和疏导作用，甚至使

其攻击性增强，在进行网络调适和疏导时需警惕

这类群体社会心态朝向消极方向转变。
（一）网络调适和疏导与大学生情绪体验呈

现显著正相关

民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产生不

同程度的心理危机，其中情绪问题最为突出［５］。

大学生作为民众的一部分，当他们出现情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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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能够较好地帮助他

们解决心理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网络调适和

疏导对策能够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让大学生足

不出户就能按照个人的需求去寻找调节情绪的

方法、疫情 防 控 的 信 息、官 方 渠 道 的 科 普 等；其

二，各大高校纷纷开展了针对重大突发事件下的

网络心理干预工作，如网络心理疏导讲座、网络

心理咨询等，依托学校官网、抖音平台、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ＱＱ群等渠道对大学生产生的心理

问题进行及时调适和疏导。因此，网络调适和疏

导与大学生的情绪体验具有显著正相关。
（二）网络自 我 调 节、网 络 援 助 调 节 和 大 学

生强迫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阿伦·特姆金·贝克（Ａａｒｏｎ　Ｔ．Ｂｅｃｋ）的认

知理论认为，强迫行为 的 产 生 取 决 于 患 者 如 何

评价强迫思 维。在 重 大 突 发 事 件 中，由 于 各 方

面的压力，使某些大学生产生了强迫思维，他们

认为自己需要反复喷洒酒精和反复洗手等以避

免感染ＣＯＶＩＤ－１９，当这种强迫思维出现时，他

们会出现强迫行为以抵消内心的焦虑。当不良

情绪引发出病态的强 迫 行 为 时，这 些 大 学 生 会

更倾向于寻求网络帮助引导自我调节。随着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普 及，他 们 清 楚 寻 求 帮 助

要从自身需要出发才能更有效地解决自己的强

迫行为。一方面，部 分 大 学 生 通 过 主 动 挑 选 网

络课程去充实自己，学会自我调节，或是通过网

络娱乐去释放压力。当大脑兴奋维持到一定程

度，神经激活处于中等强度水平时，他们会处于

被吸引和被卷入的心理状态，这会丰富他们的内

心世界，减轻内心空洞感和焦虑感，减少其关注

自己强 迫 行 为 的 时 间，从 而 缓 解 压 力。另 一 方

面，一些大学生倾向于选择网络援助———网络心

理咨询、陌生人安慰以及向网友倾诉等来找到宣

泄口，并正确认识到自己出现强迫行为的原因。
因此，网络自我调节、网络援助行为和大学生强

迫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三）网络媒 体 调 节、网 络 政 府 调 节 与 大 学

生攻击性行为呈现显著负相关

当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越高时，他们倾向

选择网络媒体调节和网络政府调节以调适和疏

导其社会心态的行为 会 越 少，这 些 调 适 与 疏 导

对其产生的 影 响 也 越 低。有 研 究 表 明，反 刍 思

维与攻 击 性 行 为、网 络 欺 负 行 为 有 关［６－７］。在

重大突发事件中，某些 出 现 攻 击 性 行 为 的 大 学

生会受到反刍思维的 影 响，即 反 复 关 注 与 自 身

有关的消极情绪、思想或者行为状态，并对这一

消极状态的前因后果 反 复 进 行 思 考，但 个 体 并

不积极考 虑 如 何 解 决 现 实 问 题［７］。对 此，一 方

面，他们可能会拒绝来 自 网 络 媒 体 和 网 络 政 府

的正向引导，仅仅相信 自 己 所 关 注 的 某 些 消 极

事件和存有同样不良 社 会 心 态 人 群 的 行 为，如

自私自利、幸 灾 乐 祸、逃 避 责 任、刻 意 隐 瞒 等。
学者佘双好认为，部分 大 学 生 存 在 过 于 关 注 微

观、具体、眼前事 物 的 特 点，表 现 出 思 维 方 式 缺

乏宏观、整体和长远的思考［８］。另一方面，网络

媒体和网络政府这类在宏观层面的调适和疏导

对策是通过科 普 知 识、专 家 分 析、公 开 信 息、网

络辟谣等方式展现，其 中 可 能 存 在 信 息 过 载 的

现象。存在攻击性行为个体可能会缺乏耐心去

辨别网络政府和网络媒体发出的包含安抚与疏

导大众社会心态的信息，因此，这些对策对其产

生的影响也更低。
（四）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在人口统计学变

量的差异

性别对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女生情绪 体 验 更 丰 富，乐 观 情 绪 更 强 烈；
男生生理行为影响更 大，攻 击 性 行 为 和 过 度 行

为出现得更多。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选取样本大

多为理工科类大学生，男生多为工科专业，而疫

情期间在线学习课程 无 法 进 行 实 验 操 作，学 业

可能受到了较大影响，因此，他们体验到的消极

情绪更多，出 现 的 攻 击 性 行 为 也 更 多。这 与 学

者金岳龙等人的研究 结 果 较 为 一 致：在 重 大 突

发事件 背 景 下，男 生 更 容 易 出 现 抑 郁、焦 虑 情

绪，在线学习期间理工 科 类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状

况要差于医学院的大学生［９］。
年级对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大四学生的乐观情绪体验最少，恐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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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最多，而大三学生的担忧情绪体验最多；大
四学生出现强迫行为、攻击性行为、过度行为的

分数最高，而大一学生 出 现 的 攻 击 性 行 为 的 分

数最少。其原因 可 能 是：大 四 学 生 和 部 分 大 三

学生不仅处在疫情带 来 的 恐 慌 与 担 忧 之 下，同

时还面临着考 研、就 业 压 力，因 此，他 们 体 验 到

的乐观情绪最少，多重 压 力 源 可 能 会 导 致 一 部

分学生产生应激反应，某 些 情 绪 问 题 也 由 此 演

变为生理行为问题。
生源地对大学生社会心态表征的影响不显

著，可能是由于重大突 发 事 件 背 景 下 与 周 围 同

学处在同一空间和时 间 内，其 社 会 心 态 容 易 相

互影响、趋于相同。
（五）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选择倾向和有效

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

性别对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倾向和有效性

影响主要体现在：女生在网络自我调节、网络媒

体调节、网络政府调节 维 度 得 分 上 显 著 高 于 男

生，也就是说，女生更加倾向于选择这些对策并

且受到的影 响 更 大。其 一，由 于 男 女 性 别 差 异

的存在，女大学生在认 识 外 部 环 境 时 较 于 男 大

学生更具依赖性，因此，对于网络调节信息也更

加敏感，更容易接受。其二，女大学生相对于男

大学生来说更容易出现“圈层 现 象”，即 女 大 学

生之间更容易形成“小团体”，她 们 之 间 相 互 信

任且价值 观 相 似，发 出 的 信 息 更 容 易 让“小 团

体”内其他人接受，而接受到的信息也都会经过

“小团体”内其他人进行“立场滤选”，形 成 一 致

的“意见 气 候”［１０］。正 如 法 国 学 者 古 斯 塔 夫·
勒庞（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ｅ　Ｂｏｎ）认为，聚集成群的人，他

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部 转 到 同 一 个 方 向，会 形 成

一种集体 心 理［１１］。因 此，在 突 发 事 件 中，女 生

团体之间更容易产生相互分享有效信息的集体

氛围，个体在辨别和筛 选 信 息 的 过 程 中 潜 移 默

化地对自己起到了调适和疏导作用。
年级对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倾向和有效性

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四学生在网络自我调节、网
络媒体调节、网络政府 调 节 维 度 得 分 显 著 低 于

大一、大二学 生 以 及 研 究 生。这 可 能 是 因 为 大

四学生受到毕业、考研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年级

学生更加忙碌，更多关 注 与 自 身 发 展 有 着 密 切

联系的信息，也更少关 注 蕴 含 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

作用的信息，因此，能够得到网络调适和疏导其

社会心态的机会更少，这 就 警 示 高 校 应 该 重 视

毕业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必 要 时 需 采 取 心 理 干

预手段。
生源地对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选择倾向与

有效性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不管是来自

农村还是城市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都已经使用

网络或手机上网，因此，在突发事件背景下他们

都能够自由选择调适和疏导其社会心态的对策。
（六）网络援助调节是大学生调适和疏导社

会心态最倾向于选择并对其产生影响最大的对

策

通过情绪体验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不管

是在大学生群体情绪 高 涨 时，还 是 在 出 现 生 理

行为影响时，网络援助 调 节 与 其 他 调 节 维 度 相

比，效用更为突 出，其 中，网 络 心 理 咨 询 对 策 最

有效。一方面，在进行网络心理援助服务时，社
会工作者、心理援助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专业

人员的共情程度更高。重大突发事件使所有人

都处于相同事件背景 之 下，专 业 人 员 更 能 够 理

解来访者产生心理或 情 绪 等 问 题 的 原 因，也 能

够更好地进 行 针 对 性 调 适 和 疏 导。另 一 方 面，
网络心理咨询较于线 下 心 理 咨 询 更 具 便 捷 性、
匿名性。双方无 接 触 进 行 心 灵 沟 通，可 以 降 低

咨询期间的 阻 抗 问 题。有 研 究 表 明，在 网 络 环

境下来访者更愿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面对和解

决自己的情感问题［１２］，可加深大学生的自我剖

析。因此，大学 生 在 调 节 情 绪 时 会 最 倾 向 于 选

择网络援助 调 节。其 中，帮 助 大 学 生 调 适 和 疏

导其社会 心 态 影 响 最 大 的 对 策 是 网 络 心 理 咨

询。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论主要为六个方面：一是大学生情

绪体验总分及各情绪维度与网络调适和疏导总

分及其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二是大学

２０１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７卷



生生理行为影 响 总 分，强 迫 行 为、攻 击 性 行 为、

过度行为 与 网 络 援 助 调 节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正 相

关。三是大学 生 攻 击 性 行 为 与 网 络 媒 体 调 节、

网络政府调节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四是在社

会心态表征上，性 别、年 级 存 在 显 著 差 异，女 生

体验的情绪更丰富，男 生 出 现 的 生 理 行 为 影 响

更大；大四学生体验的 消 极 情 绪 更 多 且 出 现 的

生理行为影响更大。五是在网络调适和疏导对

策选择倾向和有效性上，性别、年级存在显著差

异，女生更加积极地选择调适和疏导，有效性也

更高；大四学生更少选择网络调适和疏导，有效

性也较低。六是 对 于 网 络 调 适 和 疏 导 对 策，大

学生倾向选择且最有 效 的 是 网 络 援 助 调 节，其

后依次是网络政府调 节、网 络 个 人 调 节 及 网 络

媒体调节。在网 络 援 助 调 节 中，大 学 生 倾 向 于

选择且最有效的是网 络 心 理 咨 询，其 后 依 次 是

陌生人安慰、网友倾诉。本研究结果表明，在重

大突发事件下，通过网 络 多 维 途 径 疏 导 和 调 适

大学生社会心态起到了良好效果。

网络援助调节作为重大突发事件下调适与

疏导社会心态的重要 手 段 之 一，应 当 重 视 规 范

网络咨询，力求提质降本，服务惠及大众。但当

前网络心 理 咨 询 和 心 理 疏 导 从 业 人 员 良 莠 不

齐，存在部分不具备相 关 资 质 和 培 训 经 验 的 人

员上岗服务，甚至还有 部 分 平 台 打 着 心 理 疏 导

的旗号提供“擦边球”服务，这 既 是 对 求 助 者 的

不负责，也是 对 行 业 秩 序 的 扰 乱。针 对 网 络 心

理健康服务行业内的问题，一方面，有关部门应

当尽快完善监管规范，加大行业治理力度；另一

方面，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之下，线
下心理咨询难以预约 且 价 格 高 昂，部 分 求 助 者

甚至不清楚自己的焦虑程度是否需要进行心理

治疗，规范网络心理咨 询 和 心 理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就显得尤为重要，能够 让 真 正 在 突 发 事 件 中 需

要调整心态的人群可以迅速地找到自己需要的

相关信息。近年 来，国 家 开 始 重 视 民 众 的 心 理

健康及社会心态问题，并 逐 步 将 心 理 咨 询 纳 入

医保，而网络心理健康 服 务 离 不 开 国 家 和 政 府

的引导和调控，应尽快提质降本，让更多人享受

服务，为培育国民健康 的 社 会 心 态 奠 定 良 好 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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