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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存在一定的负性情绪和心理
压力。焦点解决可改善心理状态，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正性情绪提升和压力管理提
供新的思路。

［目的］　评价焦点解决在改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情绪的作用。

［方法］　招募大学生 406 名，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对其进行初筛。初筛的 406 名大学生中，有焦
虑症状 142 名（34.98%）。将有焦虑症状的 142 名大学生按入组时间先后顺序随机分为焦点
解决组和对照组，每组 71 人。建立微信群，对照组和焦点解决组均进行必要的微信群沟通
交流 ；此外，焦点解决组大学生每天接收课题组在微信群中发送的焦点解决干预提问，根
据提问，学生将回答内容通过微信语音或文字发给课题组，课题组通过微信私聊的形式对
学生回答的内容进行简短的积极反馈，并回答学生提出的疑问，每天约 15 min，7 d 后结束。
两组均在干预前后进行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焦虑自评量表测评，以评
价两组大学生的情绪变化。

［结果］　正性情绪方面，焦点解决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值为（3.37±0.58）分，对照组干预前后差值
为（0.35±0.17）分，焦点解决组干预后提高值大于对照组（t=22.17，P < 0.001）；负性情绪方面，
焦点解决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值为（-4.35±0.66）分，对照组干预前后差值为（-0.86±0.24）分，焦
点解决组干预后降低值大于对照组（t=27.32，P < 0.001）。积极应对方面，焦点解决组干预前
后得分差值为（2.31±0.82）分，对照组干预前后差值为（0.38±0.08）分，焦点解决组干预后
提高值大于对照组（t=17.18，P < 0.001）；消极应对方面，焦点解决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值为

（-2.36±0.61）分，对照组干预前后差值为（-0.42±0.11）分，焦点解决组干预后降低值大于对照
组（t=24.20，P < 0.001）。焦点解决组干预前后的焦虑症状得分差值为（-12.98±3.75）分，对照组
干预前后差值为（-3.49±1.16）分，焦点解决组干预后降低值大于对照组（t=22.72，P < 0.001）。

［结论］　基于微信平台的焦点解决干预可明显提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焦虑症状大学生的正
性情绪和积极应对方式，减轻焦虑症状，且高效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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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llege students had some 
negative emotion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Solution-focused approach can improve mental 
state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improving positive emotion and stress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pandemic.

[Objective]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solution-focused approach on enhancing the 
positive emo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pandemic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Methods] A total of 406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nd screened with anxiety self-
assessment scale. Among them 142 had anxiety symptoms, accounting for 34.98%, an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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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olution-focused interven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71 in each group and grouped by Wechat. Both 
the groups had necessary Wechat group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solution-focused intervention 
related questions in the chat group everyday and sent back answers via voice or text. Upon receiving answers, the researchers would 
give brief and positive feedback to the students and answer their questions in private messages, 15 min a day, for 7 d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simple coping styles,and anxiety were evaluated to compare the emotional chang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terms of positive emotion, the difference of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3.37±0.58)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0.35±0.17) (t=22.17, P < 0.001). In terms of negative emotion, the difference of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4.35±0.66)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0.86±0.24) (t=27.32, P < 0.001). Regarding 
positive coping style, the difference of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2.31±0.82)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0.38±0.08) (t=17.18, P < 0.001). Regarding negative coping style, the difference of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2.36±0.61)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0.42±0.11) (t=24.20, P < 0.001). The difference of anxiety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12.98±3.75)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3.49±1.16) (t=22.719, P < 0.001).

[Conclusion] The solution-focused intervention using WeChat platform is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in enhancing the positive emotion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xiety symptom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relieve anxiety symptoms.

Keywords: solution-focused;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llege student; positive emotion; anxiety

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
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列为
“ 全球大流行病 ”［1］。新冠肺炎传染性强［2］，目前已知
的传播途径有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3］，可
导致患者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重症者会出
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衰竭等，严重威胁人
类健康［4］。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全国各个高校均
被迫延迟开学，大学生在遭受疾病威胁的同时，还承
受着一定的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难免出现焦虑等负
性情绪，这给高校的心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焦点
解决是一种新的高效解决目标人群心理问题的工具，
它充分尊重个体，相信个体潜能，与传统的问题解决
模式不同，它不会花费过多的时间去寻找问题产生的
原因，而是将重点放在探寻、发掘目标人群自身的资
源上，最大限度地激发信心，改善心理状态。焦点解
决的基本过程包括问题的描述、可行的目标、探查例
外、积极反馈和评价进步［5］。基于此，本课题组对新
冠肺炎流行期间某高校大学生开展了为期 7 d 的焦点
解决干预，验证该方法的干预效果，以寻求一种高效
的方法帮助大学生在疫情期间提升正性情绪，降低负
性情绪，减轻焦虑症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 年 2 月 8—12 日，通过微信群、QQ 群对杭州
市某高校的在读本科大学生进行在线招募，对自愿报
名参与的 406 名大学生进行初步筛选。初筛选用的量
表是 Zung 等［6］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初筛的 406 名大
学生中，无焦虑症状者 264 名（65.02%）；有焦虑症状

者 142 名（34.98%）。将有焦虑症状的 142 名大学生按
入组时间先后顺序随机分为焦点解决组和对照组，每
组 71 人。本研究获得杭州市西溪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通过，编号为 2019 年（科）伦审第 29 号，研究对象
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2020 年 2 月 15—21 日，对招募合格的大学生志愿
者进行为期 7 d 的干预。焦点解决认为个体具备解决
自身问题的能力或潜能，把干预重点放在解决之道的
探讨上，认为 “ 问题 ” 本身也有正向功能。因此，本研
究开展的焦点干预不过度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负
性的情绪和事件，更多地挖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
生自身存在的优势，鼓励学生从微小的改变开始［7］。
基于焦点解决的基本理念和策略，本课题组构建了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焦点解决的 7 d 访谈提纲和重
点。这些提纲是开放指导性的（表 1）。
1.3   研究实施

研究由 1 名二级心理咨询师和 1 名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者实施。建立对照组和焦点解决组两个微信
群，首先课题组成员和组内成员均需要在各自的微信
群中相互介绍，建立关系，课题组不否认新冠肺炎给
大学生带来的不便和担心，允许群内学生进行情感宣
泄，并给大学生塑造信心和力量，本部分两组干预的
内容和力度是一样的 ；除此外，焦点解决组大学生每
天接收课题组在微信群中发送的焦点解决干预提问

（参考表 1），根据提问，学生将回答内容通过微信语
音或文字发给课题组，课题组通过微信私聊的形式对
学生回答的内容进行简短的积极反馈，课题组主要围
绕每个学生的回答内容进行积极赋能，如启发学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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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自身存在的优势资源或对学生发生的积极变化
进行肯定和表扬等。课题组反馈后回答学生提出的疑
问，若无疑问则结束当天问答，每天约 15 min，7 d 后
结束。两组均在干预前后进行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简
易应对方式问卷和焦虑自评量表测评，以评价两组大
学生的情绪变化。焦点解决组和对照组各 71 人，在 7 d

的研究期间内均没有自行退出者。

表 1   大学生正性情绪培育的焦点解决干预方案
Table 1   Solution-focused intervention for positive emo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干预日程 提问目的 问题提纲

第一天 澄清目标
1.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你希望这 7 d 的访谈能给你带来

什么 ?
2. 你最想提升的是什么 ?

第二天 现状评估
1. 满分 10 分的话，你给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你自身的状态

打多少分 ?
2. 基于什么理由这样打分 ?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

第三天 挖掘资源
1. 最近三天最满意最开心或者最让自己感觉到踏实的事

是什么 ?
2. 你是如何做到的 ?

第四天 关系运用
1. 说一说今天开心的满意的事情 ?
2. 这些事件中除了自己还有哪些人对你有帮助 ? 他或者

她如何帮助你的 ?

第五天 自我欣赏

1. 最值得肯定自己的是什么或者在哪些方面认为自己做
得不错 ?

2. 试着夸一夸自己并想一想明天怎么做可以延续这种好
的状态 ?

第六天 小步行动 1. 与 6 d 前相比，你的状态有了哪些改变 ?
2. 说说如何做到的？这些变化对你有哪些好的影响 ?

第七天 总结反馈
1. 回忆最近 7 d 最让自己满意的或者进步的几个地方 ?
2. 总结好的做法 ? 哪些力量可以帮助你 ? 哪些新尝试可以

给你带来更大的变化 ?

1.4   研究量表
1.4.1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量表由 David Watson 等人编
制，黄丽等人修订［8］。20 个题目中有 10 题测评正性情
绪，10 题测评负性情绪，即分别构成正性情绪分量表
和负性情绪分量表。每个题项得分最高5分，最低1分，
从高到低依次代表特别多、比较多、中等、比较少、几
乎没有。总量表得分 20~100 分，两个分量表得分均为
10~50 分。得分越高代表该种情绪越多。两个分量表和
总量表内部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5、0.83、0.82。
1.4.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国内普遍使用的解亚
宁［9］编制的问卷。20 个题目中前 12 个测评的是积极
应对方式，后 8 个测评的是消极应对方式，即分别构
成积极应对方式分量表和消极应对方式分量表。采取
4 级评分，经常采用为 3 分，有时采用为 2 分，偶尔采
用为 1 分，不采用为 0 分。总量表得分为 0~60 分 ；积
极应对方式分量表得分为 0~36 分，消极应对方式分
量表得分为 0~24 分。得分越高代表采取该种应对方

式越多。两个分量表和总量表内部的一致性系数均大
于 0.80［10］。
1.4.3   Zung 焦虑自评量表   初筛选用 Zung 等［6］编制
的焦虑自评量表，共 20 个条目 4 级评分，测评得分乘
以 1.25 为标准分，最高 100 分，其中 <50 分为无焦虑，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 70 分为
重度焦虑，该量表 Cronbach α=0.77。
1.5   统计学分析

软件分析用 SPSS 20.0，计量数据采用 x±s 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焦 点 解 决 组 和 对 照 组 各 71 人，两 组 人 员 的 性
别、年级和焦虑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大学生基本特征及焦虑程度分布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and anxiety level of two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特征 分类
焦点解决组（n=71） 对照组（n=71）

χ2 P
人数 构成比 /% 人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37 52.1 35 49.3 0.43 0.504

女 34 47.9 36 50.7

年级  大一 15 21.1 17 23.9 0.26 0.648

大二 18 25.3 19 26.8

大三 19 26.8 18 25.4

大四 19 26.8 17 23.9

焦虑程度 轻 33 46.5 34 47.9 0.18 0.749

中 20 28.2 19 26.8

重 18 25.3 18 25.3

2.2   情绪分析
正性情绪方面，焦点解决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值为

（3.37±0.58）分，对照组为（0.35±0.17）分，焦点解决
组干预后提高值大于对照组（P < 0.001）。负性情绪方
面，焦点解决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值为（-4.35±0.66）分，
对照组为（-0.86±0.24）分，焦点解决组干预后降低值
大于对照组（P < 0.001）。见表 3。
2.3   应对方式分析

在积极应对方面，焦点解决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值
为（2.31±0.82）分，对照组为（0.38±0.08）分，焦点解
决组干预后提高值大于对照组（P < 0.001）。消极应对
方面，焦点解决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后得分差值分别为

（-2.36±0.61）、（-0.42±0.11）分，焦点解决组干预后降
低值大于对照组（P < 0.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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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焦虑症状分析
干预前两组大学生焦虑症状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干预后焦点解决组得分为（50.31±6.39）分，低
于对照组［（59.26±7.11）分］（P < 0.05）。干预前后的焦
虑症状得分差值 ：焦点解决组为（-12.98±3.75）分，
对照组为（-3.49±1.16）分，焦点解决组干预后降低值
大于对照组（P < 0.001）。见表 3。

表 3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情绪、简易应对方式和焦虑症状
得分比较（x±s，n=71）

Table 3   Comparison on scores of emotions, simply coping styles, 
and anxiety symptoms between two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andemic (x±s, n=71)

组别 干预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焦虑症状
焦点解决组 前 31.37±4.50 22.63±3.09 25.87±3.98 16.49±3.16 63.29±8.55#

后 34.74±5.92 18.28±3.35 28.18±3.72 14.13±2.68 50.31±6.39##

差值 3.37±0.58 -4.35±0.66 2.31±0.82 -2.36±0.61 -12.98±3.75

对照组 前 30.96±4.18 22.87±3.24 25.06±3.36 16.94±4.63 62.75±7.29

后 31.31±4.51 22.01±2.88 25.44±2.90 16.52±3.77 59.26±7.11

差值 0.35±0.17 -0.86±0.24 0.38±0.08 -0.42±0.11 -3.49±1.16

t* 22.17 27.32 17.18 24.20 22.72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 注 ］* ：2 组 干 预 前 后 差 值 的 比 较。# ：与 对 照 组 干 预 前 得 分 比
较，t=1.27，P=0.087 ；## ：与 对 照 组 干 预 后 得 分 比 较，t=6.38，
P=0.019。

3   讨论
在本研究开展的时间段，全国高校均推迟了开

学，鉴于大学生居家的特殊性，本次焦点解决干预在
微信平台上开展。群发干预提问后，学生们将回答的
问题通过微信语音或者文字的形式点对点向课题组
反馈，这种干预方式对于课题组来讲节约了大量时
间，对于学生来讲，既能保护隐私又高效。有研究证
实，微信具有方便快捷、个性化和相对私密的特点［11］，
其视觉的美感刺激能将体验和情感积极化［12］。本研
究采用微信平台充分发挥了疫情期间大学生的主体
意识和能动性，打消了其自我表达的顾虑。课题组通
过精心设计的问题让疫情期间的大学生感知到积极
因素和成就感，激发了学生自我解决自身问题的潜能
和优势，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本研究显示干预后，焦点解决组的正性情绪和积
极应对方式显著增加，负性情绪和消极应对方式显著
减少。这说明焦点解决可提升疫情期间焦虑大学生的
正性情绪和积极应对方式。正性情绪是一种正向的个
体愉悦感的主观体验，具有激活自我发展愿望和舒缓
压力的作用［13］。积极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面对压力时
所采用的积极认知或策略，在应对焦虑情绪中起中介

调节作用［14］。本研究开展的焦点解决干预，特别强调
正向思维和未来导向［15］，向疫情期间的大学生提供
了 “ 目标 ”“ 改变 ” 的思维方式［16］，通过积极发问唤醒
学生本身具有的意识，让学生发现解决当下问题的优
势资源。7 d 的干预中，课题组在不断启发学生不要
一味把新冠肺炎流行往坏处想，居家学习也有其积极
的意义，如大学生可更多地与家人团聚感受亲情的力
量，也可以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更多地学习自己感兴
趣的知识或技能，转变看问题的角度，以乐观的心态
应对挑战。课题组还启发大学生通过回忆既往个体遇
到困难和危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和经验，肯定自己现
有的状态与行为，设法将当下无法改变的现实进行合
理化思考，积极适应这段特殊时期的居家学习、“ 云
课堂 ”“ 云就业 ” 等新事物，让大学生感知到疫情虽然
会带来暂时的约束与隔离，但长远看一定会得到控
制，大学生在疫情下完全可以做到学习工作生活不耽
误，在疫情中保持对前景的期盼，对身边美好事物的
感知，进而提升正性情绪和积极应对方式。

本研究表明干预后，焦点解决组的焦虑自评量表
得分显著下降，可见焦点解决干预可减轻疫情期间焦
虑大学生的焦虑症状。焦虑是大学生最常见的一种心
理异常［17］，随着症状的加深会影响到其学业和人际交
往，严重者甚至有发生自杀的风险［18］。新冠肺炎流行
期间，面对疾病的威胁，大学生长期居家生活和学习，
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心理调适难免会出现焦虑情绪。焦
虑情绪会引起逃避［19］，甚至情感淡漠［20］。本研究开
展的焦点解决，能提升大学生的正性情绪和积极应对
方式，激发个体对感兴趣的事物给予更多的关注，产
生更多正向的认知和行为，积极探索新事物，进而减
少负性信息的注意力，改善情绪，减轻焦虑。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①本研究验证了焦点解
决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焦虑大学生正性情绪的提升作
用，但鉴于研究时间和研究人员精力的限制，尚没有
对焦点解决干预有效性机制进行探讨。②问卷调查过
程中可能存在回忆偏倚，且本次调查仅在杭州某高校
开展，但不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对大学生造成
的心理影响亦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研究结
果的外推性。综上，本研究开展的焦点解决干预可改
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为其正性情
绪提升和压力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尤其在疫情防控仍
不能松懈的当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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