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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情绪障碍案例研究
左露露 张茵

聊城大学，山东省聊城市，252000；

摘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学生身上背负着学业、生活和社会评价等多方面的压力，情绪障碍问题成为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关注的问题。大三的小明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经常失眠，头晕头疼，甚至出现了连年挂科的问

题。在辅导员的帮助下，小明来到了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求助，S 老师与小明进行了多次会谈和心理咨询，对其个

性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 MMPI-168 个性评估，在 S 老师的耐心疏导和针对性建议下，小明慢慢走出了阴霾，

抑郁情绪得到了缓解。这启示我们要重视引起抑郁情绪障碍的个性原因，并科学利用人格测评工具，帮助更多抑

郁情绪障碍的个体脱离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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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学生群体学习、生活和

社会工作的各种压力出现叠加现象，情绪障碍患者逐渐

增多，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愈发重要。本案例 S老师对

患有抑郁情绪障碍的大学生小明进行了咨询会谈和心

理评估，发现个性因素是导致小明抑郁情绪障碍的核心

原因。

1 背景信息

1.1 概念界定

心理学研究者通常认为，抑郁只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产生这种情绪并不意味着患了抑郁症
[1]
。抑郁情绪多以

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悲伤等方式出现。甚至，每个人

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情绪，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处于抑郁情绪状态的个体容易发展成抑郁症。我国

的成年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 6.8%，其中抑郁症为

3.4%。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18 岁以下的抑郁

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这是中国精神卫生经过调查，

做出的数据报告。Meta分析显示，在中国，大学生抑郁

症或抑郁情绪的患病率为30.39%
[2]
。抑郁症发病群体呈

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社会急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

抑郁的症状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版中，体现为：（1）快乐缺失、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

兴趣；（2）没有任何精力、总产生疲乏感；（3）精神

运动迟缓或跳脱；（4）低自我评价感，无故自责、内

疚；（5）想象力缺乏、判断、思考等思维出现障碍；

（6）反复出现自杀想法或存在自杀、自残的行为；（7）

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8）食欲下降

或体重骤降；（9）性欲下降
[3]
。无故出现四个甚至更多

症状，并且持续两周以上，则可诊断为抑郁症。

1.2 成因分析

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是影响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主

要因素。

外部因素又包括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家

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个

教师，所以家庭环境的影响不言而喻。社会因素中，学

校起着关键作用，它是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

时刻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校园中的负性事件，如

校园欺凌、校园暴力和学业压力都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抑

郁情绪的产生。

就个人因素而言，个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如，青

少年的人格类型；自尊的高低；综合活力；心理弹性与

灵活性；归因、应对和生活方式等都与抑郁情绪的产生

有密切关系
[4]
。有研究表明，抑郁情绪障碍患者具有独

特的个性特征。与常人相比，抑郁情绪障碍患者在精神

质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及内向性有着明显的不同，常表

现为孤独冷漠，无法与他人感同身受，有较强的情绪反

应，安静，特立独行
[5]
。这种个性特征更容易产生抑郁

情绪。

2 焦点问题的经过

2.1 成长经历

二十岁的年纪本该人人羡慕，小明的苦恼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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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天，小明在辅导员的推荐下打开了学校心理咨询

中心的大门，在 S 老师的耐心疏导下，谜团终于揭开

了……

八年前，小明考入市里重点初中，初一伊始，班主

任强调初中是分水岭，小明倍感压力，情绪低落，常觉

自己多愁善感。五年前，小明虽情绪低落但仍考入重点

高中。高中生活紧张，小明难以适应。早晨起床困难，

白天听课没精神，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形

成恶性循环，内心苦恼却从未倾诉。直至高三，学业繁

重，小明无暇他顾，学习状态好转，坚持至高考。

两年前高考查分夜，小明紧张失眠。次日查分，他

成功达重点线，喜悦万分，父母心安。庆功会上，亲戚

祝贺，小明内心却觉无人懂其多年辛酸。填志愿日，父

母为小明选定专业，他虽不喜，但为不让父母失望，最

终屈从。

故事回到现在，小明满心期待的来到大学，才发现

自己错了，他对这个专业毫无兴趣，大学生活变得充满

压力和无趣。他瞬间感觉自己的世界里整日阴云笼罩。

种种问题使他更加无力学习，成绩直线下滑，甚至连年

挂科。班级辅导员也开始关注他，询问他的情况。在辅

导员多次的关心下，小明终于卸下了防备，向辅导员打

开了心扉。了解情况后，辅导员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推荐他来到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在那儿，小明遇

到了S老师。

2.2 初次会谈

小明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心理咨询中心，略显沉

默的坐在咨询室里，在 S老师跟小明讲述保密条例，签

署保密协议之后，小明开始慢慢放下防备，将自己的故

事慢慢道来。

初中时小明经常心情低落，干什么都不开心，常常

出现失眠、头痛、头晕等症状，并一直伴随他到了高中

阶段。随着高中学业任务变得繁重，小明的注意力更多

的放在了学习上，低落的情绪不再反复出现，失眠、头

痛、头晕等症状也暂时得到缓解。高考结束，小明顺利

升入大学，原以为一切都有好转，但大学期间，学业任

务有所减轻，空闲时间变多了，小明的躯体化症状再次

加重：睡眠障碍、大脑混乱、焦虑，产生不切实际的想

法，睡觉前和独处时尤为严重。小明看到同学们都加入

各种社团，参加各种活动，但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提不

起干劲，还会无缘无故的烦恼，对于老师下达的一些任

务或者作业，时常不知所措。

经过初次会谈，S老师掌握了基本情况，并约定了

下次会谈。

2.3 再次交流

小明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中心，与 S老师做了再次交

流，在与其进行深入性会谈和各方面心理评估后，整理

如下：

2.3.1核心问题

小明在与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低沉、焦虑等情况

会有所改善，情绪也会变得缓和。但与之相对的是，在

独处时，小明就会心情很低落，大脑乱糟糟的，身体也

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走在路上，觉得周围的人群好像都

与自己无关。在学习时无法集中注意力，看着大家都在

认真做笔记，而他却一点都听不下去的时候，内心感到

了惶恐和焦虑。可是小明又不知道把自己的情绪讲给谁

听，怕别人不理解，嫌自己烦。所以小明不愿与他人进

行沟通，只和自己熟悉的人偶尔谈一谈。

2.3.2症状评估

根据 S老师在咨询中的交流发现，小明没有过激行

为和明显的外部表现，但躯体化症状比较严重，这对小

明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人际关系敏

感的他无法向他人倾诉，不能及时排解自己的情绪，对

此，S老师建议小明进行 SCL-90进行相应的测评。

SCL-90 的分数解释为：在 3.5～4.5 之间，表明被

试有相关症状，其程度显示为中到严重；在 4.5～5 之

间，表明被试症状程度十分严重。从测试结果来看，小

明的各个指标都是阳性，且得分都在 3.5～5 之间，各

因子程度都较为严重。在生活中，小明没有办法摆脱一

些毫无意义的行为和思想，他的不适感很明显，并常伴

有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在生活中充满了自卑感，尤

其是面对人际交往时。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并且没

有运动活力。

2.4 深入咨询

经过两次咨询，小明对自己有了更准确地认识，但

是负性情绪仍然困扰着他，于是他再次预约了咨询。

据了解，高二时的一场扁桃体手术成了当时小明饱

受困扰的主要原因，心情的不稳定让他去往医院寻求咨

询帮助，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情绪障碍。得知结果的小

明备受打击，可是少年的自尊心使他不愿意向外界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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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想法，担心影响他人的心情。他还表明自己曾经

多次在脑海中出现两个相反的想法之间的对抗，这样的

强迫对话使他疲惫不堪，但却无法控制。严重的精神内

耗之下，身心俱疲的他，睡眠也出现了问题，医院将其

诊断为神经衰弱，开出了健脾丸、逍遥丸等药物。

随着小明对自己故事细细的阐述，S老师对小明的

了解也在慢慢加深，决定对小明进行再次心理评估，包

括贝克抑郁自评、躁狂量表和自杀风险评估。

2.4.1测验结果

贝克抑郁自评显示小明中度焦虑，出现情绪低下、

心境恶劣的情况，有明显的失眠症状，思维行动变慢，

焦虑症状明显；躁狂量表显示躁狂阳性，出现心境高涨、

思维奔逸、精力充沛、效率极高等感觉，说话喋喋不休，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幻想，甚至会认为自己可以飞上月球；

自杀量表结果显示他有自杀的中高风险。在与S老师的

交流中，小明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但一想到自己的家

人，便放弃了。

2.4.2医学诊断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S老师建议小明去医院精神科

就诊。诊断结果为双相情感障碍，在此之后，小明进行

了半个月的药物治疗。

3.成因分析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调整，小明的情况有所好转，

基于此，老师与他开始了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在小明的

自述中，S老师做出以下记录：

3.1 问题陈述

小明的睡眠有所改善，整个人的心情都比之前欢快

了些，他可以正常的与朋友沟通，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

比之前集中了。可是同时也有了新的烦恼，药物的副作

用使小明变得嗜睡，使得小明养成了在每天的傍晚小睡

的习惯。平时还不甚在意，但是随着时间来到周末，身

无杂事的小明照常入睡，当他再次醒来，昏暗的光线笼

罩着他，低沉的情绪向他涌来，他不知所措、无法排解。

3.2 最终评估

通过 S老师对小明这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并未发

现有过外部负性事件，小明也没有其他很极端的行为，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小明的情绪化呢？S老师基于

对小明整体的了解，初步判断是小明的内在个性原因导

致。因此，S老师建议小明进行了 MMPI-168个性测验。

4 个性测评

根据 MMPI-168 测评结果显示，小明在躯体化、抑

郁、焦虑、病态人格、疑心、脱离现实这六个维度上都

呈阳性，标准分超过 60 分；而躯体化、抑郁、焦虑、

疑心四个维度的标准分都超过了 70 分。这其中，躯体

化症状体现为存在许多描述不清的生理不适感，表现出

不开心、自私自利等；同时伴随情绪抑郁，缺乏自信，

经常表现出易怒、恐惧、缺乏安全感、厌世、烦躁、嗜

睡、过于追求完美及偏执；在面对事情时表现出紧张、

惶恐，常与他人对比并表现出不安；在与人接触交流时，

表现出多疑、环独，对他人抱有较强的防备心，攻击性

较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固执己见。

经与小明确认，其存在抑郁、焦虑，对躯体不适有

过分的关注，是疑病症的特征；同时存在精力差、冷淡、

倦息、抑郁和焦虑不适应，是一种典型的心境恶劣状态。

S老师通过量表结果分析，导致小明情绪化严重的

是小明的个性原因。

5 干预与效果

综合测评结果，S老师对小明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做

了初步尝试，希望小明可以早日战胜自己的内心。

（1）放松训练：如进行肌肉放松，让自己的身体

放松下来，慢慢带动自己的情绪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

使情绪慢慢平缓。

（2）运动疗法：多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和大家

一起去操场跑跑步，和朋友一起去散步聊天。

（3）专注力训练：

①进行元认知能力的训练：不要逃避自己的弱点和

缺点，要认真面对，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思

考如何改善自身的问题和缺点，保持积极的心态。

②使用正念疗法，在睡觉时，引入正念，把注意力

放在呼吸上，摒弃一切杂念，当分心时把专注力带回呼

吸，保持正念呼吸的方式下，大脑放空，身体放松，两

手平放。

（4）团体辅导：让小明多参与团体活动，如团体

辅导。

一段时间后，S老师推荐小明使用 SCL-90量表进行

再测。根据再测结果发现小明情况明显改善，多数因子

均分显示阴性，得分率显著降低，躯体化症状得到缓解，

身体舒服了许多，强迫症状也不再明显，减少了无意义

的行为思想和冲动，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多了一些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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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自卑，对生活有了兴趣和动力。

6 结尾

在 S老师的咨询和帮助下，小明一点点走出了自己

的负性情绪，抑郁情绪障碍也一点点改善。从这个案例

中，我们可以看出，导致抑郁情绪障碍的原因有很多，

个性因素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负性事件对人产生的影

响，是暂时性的，在短时间内很严重，过一段时间就会

改善。而个性原因对人产生的影响是长期性的，个性很

难发生改变，个性原因导致的抑郁症状干预后也只能是

略有缓解。这个案例启示我们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

人员，要对患有抑郁情绪障碍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

帮助他们寻找导致抑郁原因，并且要重视个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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