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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显示，青年大学生在新冠肺
炎疫情应对中呈现出思想认识理性向
上、行为表达积极建构、心态情绪平和
稳定的总体态势。在重大灾难面前，青
年大学生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历练
成长，充分表明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值
得信赖、可堪重任。

但部分数据也提示青年大学生
存在身心素质堪忧、科学素养不高、

公德观念薄弱、媒介素养欠缺等方
面困境，迫切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及时跟进。学校、家庭、个人和
社会要坚持系统思维、同向发力，积
极培育协同共构的良好育人生态。
具体来说，一是学校要强化素质教
育，二是家庭要回归教育本旨，三是
个人要全面自我形塑，四是社会要
营造良好环境。

图 3.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养成良好习惯情况

图 8.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的心态和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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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

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也是针对全人类的一次严峻考验。重大疫

情应对是这代大学生罕见的人生经历，将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深

远影响。也因此，调研疫情应对中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行为表达

和心态情绪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西南大学新学工创新中心对全国 7个片区 45所高校（含

“双一流”建设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非“双一流”普通高

校和高职高专）的 19850名大学生（含研究生、本科生和大专生）

进行了“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年大学生影响”专题调研，在线完成

问卷 19850份，有效问卷 19850份，以期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

青年大学生的影响。

疫情认知人文不如理工

从表 1来看，大多数大学生能科学
理性认识病毒的基本特性、暴发原因、
个人预防及国家防控措施，少数大学生
存在认知偏差。

其中，人文社科类学生对疫情认
知偏差比例高于理工科类学生，尤其
体现在对病毒常识的认知上。例如，
23.6%的人文社科学生不知道病毒是

一种非细胞生命形态，而理工科类学
生为 9.99%，详见图 1。

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大学生对
科学素养的功利性“懒惰”，更反映出
应试教育的弊端。科学素养是影响大
学生理性认知和正确判断的前提和
基础，事关时代新人培育大计，必须
引起高度关切。

（本期内容由西南大学新学工创新中心提供）

由图 2可知，大学生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做到自觉居家隔离、戴口罩勤
洗手、少出门不聚会、不信谣不传谣的
比例均超过 95%。除积极配合外，大部
分受访者主动参与防疫工作，41.2%的
大学生渴望成为“逆行者”，彰显出新
时代大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学生
党员主动参与防疫工作的比例高出非
党员学生 9.5%。

但是，调查也发现，一些大学生
未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出现聚会
聚餐、瞒报行程、发布不实疫情信息、

擅自提前返校等失范行为，13.8%的大
学生未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这表
明一些大学生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疫情面前的社会参与和建构意识还
不够。

这些在应对重大疫情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是少数大学生公德观念薄弱
的鲜明体现，一方面扰乱了协同战
“疫”的秩序，影响制度优势转化为社
会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不利于大学生
公民素养培育，也说明高校人才培养
实效亟待提升。

行为表达积极建构，过度休闲情况突出

图 2.大学生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疫情防控情况

如表 2 所示，98.8%的大学生表
示，疫情让自己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
身体锻炼、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增强身
体免疫力的重要性。99.8%的大学生能
够认同“在重大疫情面前，必须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和“生命重于泰山”的观念。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观念入脑入心。
经历此次疫情，99.3%的大学生

更加认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观
念，希望国家完善或出台野生动物保
护法、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比例
达到 99.1%。

图 1.大学生对新冠病毒认知

表 2.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的生命观和自然观

图 9.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寻求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意愿

图 4.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过度休闲情况

应对疫情“大考”，大学生的“知与行”
■孙楚航于涛谢沁怡唐飞唐知然朱凯陈鹏

表 1.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认知

如图 3 所示，居家隔离期间，大
学生养成了注重卫生、热爱劳动、合
理饮食、规律作息、理财存钱等良好

的习惯。61.5%的大学生在室内坚持
锻炼，保持或加大运动量，身体状态
良好。

然而，部分大学生的行为表现滞后，
存在通宵游戏、疯狂追剧、沉迷“抖音”等

“过度休闲”现象，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
抵抗力下降，值得引起关注，参见图 4。

教育家叶圣陶说过，教育就是培养
习惯，良好的习惯可以陪伴我们终生。两
极分化的行为习惯会持续影响青年大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在疫情防控期间，56%的大学生

每天可以保证 2 小时以上的学习时

间，但仍有 16%的大学生每天学习时间
在 1小时以下。网课、直播等在线学习
成为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占比 80.6%。从
学习效果自我评价看，11%的大学生认
为自主学习效果不好，良好以上占比
仅为 51%，参见图 5。

从以往研究来看，在线学习时长
与学习效果呈现正相关。相比于在学
校从早到晚的学习时间来说，大学生
在家学习时长明显不足，这是造成学
习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从图 6 可知，疫情隔离期间，一
方面，通过社交平台或沟通软件，近
七成大学生的社会交往状况良好，
40%的大学生社会交往有所加强。其
中，女生的占比明显高于男生，分别

为 66.9%和33.1%，显示出了更好的社
会交往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15%的大学生社会交往
效能有所减弱，有 18%的大学生几乎只
和亲人或恋人有联系。因物理空间原因，
青年大学生“被动”回归家庭，93.4%的大
学生能够做到自觉安心陪伴父母及家
人。一家人朝夕相处有助于构建更为和
睦的家庭关系，31.1%的大学生表示家庭
关系比疫情之前明显更和谐了。

图 5.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学习时间和学习效果

图 6.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社会交往情况

学生情绪心态总体平和稳定

由图 7可知，疫情发生以来，75.3%
的大学生情绪平静，41.6%的学生对
疫情防控充满信心，38.2%的大学生
表示感动，这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思想
基础。疫情之下，原有的生活方式极
大改变，带来一定的应激反应，产生
一些负面情绪，如紧张、恐惧、愤怒、
难过、害怕、担心等。受对疫情传播途
径等认知的影响，自己是疑似、确诊
病例，或者身边有疑似、确诊病例的

大学生，反映出比其他大学生更明显
的害怕、恐惧和愤怒情绪。
其实，紧张害怕、恐慌焦虑、平和稳

定、感动自信是疫情适应的常态心理过
程。但是，一些大学生由于生活阅历和
心理准备不足，脆弱的心理防线一旦突
破，则可能表现出强烈的躯体和心理反
应，心理复原力降低。强化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提升心理抗逆力、培养理性平
和的阳光心态迫在眉睫。

图 7.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的主要情绪

随着疫情的有效防控，61.7%的大
学生心态和情绪比疫情刚开始暴发时
好，只有 6%的大学生情绪变差。大部分
学生能积极调整认知、调节情绪，适当
转移注意力，改变人际交往模式，建立

家庭心理联结，积极重建疫情下的生活
秩序，重新回归理性与稳定。研究生受
学历、年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等影
响，情绪较本科及以下大学生更稳定，
而专科生的心理韧性最弱，参见图 8。

如图 9所示，对于“在疫情中自我
调适后仍然情绪崩溃，我不愿意寻找
心理干预的资源做调试”这一表述，
53%的大学生选择“很不符合”，28%的

大学生选择“不太符合”，只有 8%的大
学生不愿寻求帮助。这说明大部分大
学生愿意主动寻求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和支持。

启示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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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大学生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疫情防控情况

选题 选项（选择比例）

表述 非常赞同 比较赞同 说不清楚 不太赞同 很不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