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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是抑郁的高危群体,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因素有很多,国内的研究一般只针对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的影响因素的某一方面或

某一方面的某一点进行研究,并未全方位的去探讨,本论文针对国内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的社会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讨论,并从社会就业压

力和大学生网络及智能手机成瘾两方面进行综述,并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希望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干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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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抑郁症是迄今为止的世界第四大疾病,

到2020年将升为位居心脏病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疾患。根据2017年2月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的《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抑郁症患

者已达3.22亿人,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4.4%。从2005年至2015年,最近10

年间增加了18%,特别是女性比男性高出1.5倍。从目前来看,抑郁症已经成

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人类世界共同的问题。 

而抑郁症与抑郁症状不不是同一个概念,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

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

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

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需要进行治疗。而抑郁症状又

称抑郁情绪,心境低落持续时间短暂,不需要治疗且可自愈。但抑郁症状持

续得不到缓解也会发展成为抑郁症。虽然抑郁情绪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

能发生,但大学生是抑郁的高危群体。 

大学生之所以是抑郁的高危群体,是因为从人生发展阶段来讲,大学

生时期是青少年后期向成人前期过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大学生和青少年

一样,心理还没有发育完全。为了成功地迎接成人期的到来,需要从父母那

里获得心理上、情感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同时,大学时期也是为了迎接成人

期的到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而做准备的时期。这个时期与高中不同,

新的教育环境要求新的学习及生活方式,因此,大学生会有很重的负担感。

不仅如此,大学生还面对着学业和就业问题,人际关系,经济问题,家庭问

题,树立价值观问题等各种各样的压力,这就需要大学生有很强的适应能

力,并且能在心理和精神上进行自我调节。如果大学生不能很好地处理这

些压力,就会造成如抑郁等类似的精神健康问题。大学生一旦出现抑郁情

绪,并且这种抑郁情绪一直持续得不到缓解,就会影响学业,给家庭、社会

带来很大的危害。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如果持续发展得不到缓解,就会使大

学生罹患抑郁症,而抑郁症又是造成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相关研究结果显示
[1]
,中国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

13.25%∼79.9%。唐慧,龚韩湘(2013)等通过元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中国大

学生抑郁的平均检出率在30%左右,2015年有研究结果显示
[2]
,中国大学生

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35%～83．8%。王冕,杜伟宁(2017)的研究结果显示
[3]
,

大学生群体心理抑郁问题愈加严重,中国现有的大学生中,有14.4%的大学

生属于严重抑郁、43.2%的大学生属于轻度抑郁。由此可见,大学生抑郁的

发病率很高,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未下降过。 

纵观国内对中国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因素的研究,大体把大学生抑

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个人、家庭、学校、朋友、社会等五个方

面。本论文着眼于中国知网、爱学术论文数据库2009—2019年关于大学

生抑郁情绪产生的社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综述,并提出几点相关对策,

希望对后续大学生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及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干预研究提

供一定的帮助。 

从对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的社会因素来看大致可分为大学生社会就

业压力和大学生网络及智能手机成瘾两个方面。 

1 社会就业压力 

王峰(2008)
[4]
在其研究中将就业压力定义为面对就业形势,来自个体

内部或外部的压力源而引起的个体在生理、心理和行为上所发生的变化和

反应过程。并且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压力的主要来源是就业压力,

达到96.5%,其次是学业压力49.5%,经济压力40.2%,恋爱压力38.8%。所以

就业压力是大学生最主要的压力源。韩国研究者김혜정(2004)
[5]
的研究结

果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会导致抑郁情绪、自杀、饮酒及智能手机成瘾

等否定结果。他阐明了大学生就业压力与抑郁情绪、焦虑、身体症状成正

相关关系。 

吕映福,粱天坚(2012)
[6]
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抑郁与就业压力有

关,抑郁、焦虑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可能与就业期望值过高,就业受挫有关。

李航,谭钧文(2014)
[7]
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就业压力与抑郁呈显著的

正相关,并且应对方式可以作为中介影响大学生就业压力与抑郁之间的关

系。王恩界,罗雪(2013)
[8]
的研究结果显示就业压力可以通过消极的应对

方式间接地影响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抑郁情绪,又可以直接影响抑郁情绪,

而就业压力未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影响抑郁情绪,而积极的应对方式直接

影响抑郁情绪。 

舒晓丽(2006)
[9]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和家

庭两个方面,但社会因素占首要。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

抑郁情绪,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调节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从

目前来看,就业问题已经不单纯的是一个个人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

社会性问题,需要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 

2 大学生网络及智能手机成瘾 

互联网的出现给大学生提供学习、生活、交流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互联网本身的诱惑,以及个人的人格心理特征及家

庭、学校和社会的管理不完善致使许多大学生沉迷于网络虚幻世界,造成

网络成瘾。如今,大学生网络成瘾给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带来的危害不容忽

视,大学生网络成瘾已经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所谓网络成瘾,Suler(1996)将其定义为是一种长期的、持续性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由于沉迷网络所导致的,在这种状态下网络使用者对于网络会

产生心理上的依赖,进而导致身体上的依赖。而我国学者陶然(2007)
[10]

认

为网瘾是一种因过度使用网络而产生的精神行为障碍,并且存在戒断反应

及生理、心理症状。 

陈天丽(2017)
[11]

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率为18.03%,大

学生网络成瘾及其各个因子和抑郁及其各个因子的相关显著。可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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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网络使用的情况决定了抑郁

的程度,网络使用的时间越长,抑郁的程度越深,并且随着网络成瘾程度的

加深,抑郁的程度也会加深。董园园(2019)
[12]

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抑

郁情绪与网瘾有关,其中抑郁的程度与初次上网时间和每天上网时间相关,

初次上网时间为小学的大学生抑郁症状的程度最小,初次上网时间为高

中、大学的大学生抑郁症状程度较高；而初次上网在初中与大学、高中与

大学之间无统计学意义差异。每天上网时间大于13小时以上的大学生抑郁

得分最高,每天上网的时间越长,抑郁情绪的程度就越高,患抑郁的几率也

就越大。 

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与网络成瘾类似的另外一种成瘾行为就是手

机成瘾。CNNIC发布了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

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达8.17亿,占网络使用的98.6%。手机成瘾,又称手机依赖,师建国

(2009)
[13]

将其定义为是一种个体因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生理、心理与

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手机成瘾也是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的一个

原因,但是,对网络成瘾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研究相对普遍,智能手机影

响大学生抑郁情绪的研究还在起步与发展阶段。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手机成瘾会引起抑郁症状的增加,黄海等(2013)
[14]

的研究结果表明,

手机依赖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在抑郁情绪,焦虑,人际关系敏感性等方面的

得分也越高。陈晓雯等(2019)
[15]
在研究中提出,手机依赖会导致大学生焦

虑,而手机依赖可以通过焦虑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潘莉莉等

(2019)
[16]

的研究结果表明,手机依赖是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可以

通过社会支持来调节手机依赖引起的抑郁症状。手机依赖的大学生沉溺于

手机,缺乏与他人交流,进而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 

网络成瘾及智能手机成瘾等行为成瘾都是由于某种动机过度滥用而

导致各种心理问题及社会功能损害的痴迷症状,成瘾行为会造成抑郁情绪,

抑郁情绪会加重成瘾行为,如果大学生网络成瘾及智能手机成瘾行为不给

与及时的干预就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影响大学生的生活及社会功能。 

由此可见,社会因素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不容忽视,针对社会因

素引起的大学生抑郁情绪应采取相应的干预治疗,为此对学校、家庭、社

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学校层面 

从学校的心理资源配备方面来讲,各高校应配备完善的心理辅导中心

或心理咨询室,并配备具备咨询资格的心理咨询师,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对大学生的抑郁情绪给予及时的干预辅导。另外,大学生应从一入学开

始进行全面的心理健康检测,及时与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同学进行定时的

辅导,跟踪心理检测,尤其对抑郁情绪及焦虑等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

要特别关注抑郁倾向严重的大学生,给予及时的咨询,以防做出极端的自

残及自杀行为。 

除此之外,学校应该多组织各种活动,有效引导大学生参与,并加强大

学生的人际交往,鼓励大学生多与同学、朋友进行交流和沟通,有效合理地

使用网络及手机。学校还应对就业指导课进行有效地规划,让学生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并教授学生一些就业应具备的技术,如简历的制作、招聘信息

的搜索、面试的技巧、面试的礼仪等。 

2.2家庭层面 

家庭是对人类的心理、行动有很大影响的,社会的最小单位。因此,

父母作为家庭的最主要经营者,应给孩子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气氛,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以减少孩子的孤独感。韩国정소희(2011)
[17]

研

究结果显示,父母之间的矛盾关系比单亲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是导致

生活满足度和自我尊重感下降的重要因素,生活满足度和自尊下降会导致

抑郁情绪的产生。因此,父母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让孩子感受

到家庭的温馨与温暖。因为孩子一旦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会感觉到

孤独,就会去寻找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心理的空虚,就会在网络的世界

来填补内心缺少的那部分,久而久之,就会造成网络成瘾,手机成瘾。因

此,父母应多与孩子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

及时发现孩子心理问题,及时给与疏导。父母还应该在精神上给与孩子

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积极正确地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

孩子进行珍爱生命教育。 

父母的养育方式对大学生的情绪影响也至关重要,过于严厉,或过于

溺爱的父母都会对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产生影响,因此,父母在教养方式方

面一定要采取合理的方式。在大学生就业方面,父母的择业观、就业观也

对孩子的就业观有很大的影响,希望父母能够摒弃过去的旧观念,顺应时

代的发展,给孩子就业方面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鼓励孩子去尝试新的职

业,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及就业观。 

2.3社会层面 

社会应建立合理的社会支持体系更多地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对大

学生出现抑郁等负面情绪给予及时的关注、疏导,做到尽早发现,尽快干

预。国内外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抑郁情绪都有一定的

影响。社会支持包括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但不管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都

可以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当大学生个体面对各种

负性生活事件时,为了减少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不但要从客观上增加他们

的社会支持,也要让他们在主观上感受到身边包括父母、同学、老师、亲

戚以及心理咨询师给与的社会支持。同时,社会普通人及周边人员应主动

积极关爱大学生身心健康,并理解抑郁的大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

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及问题,提高他们应对能力,并积极为其创造良好的

生活环境。 

对于大学生就业困难,政府及社会应给予更多的关注,鼓励大学生创

业,对自主创业的大学生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另外,各人才引进单位应该

制定科学合理的招聘计划,减少能力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大学生就业造

成的消极影响。 

在网络使用方面,对社会一些诱惑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不合理因素进

行管理,加强网络环境的管理,让网络传播正能量,对一些引诱大学生沉

迷网络的各种手段进行管制,引导大学生正确、合理地利用网络,让网络

为我所用。 

2.4大学生个人层面 

首先,大学生应该有正确的社会认知和心理认知,面对着复杂的社会

以及方方面面的压力,应该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面对各种负面因素时,要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认知方面来认识自己,多选择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

解决生活中的负性生活事件,更好、更全面地了解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认

知想法,然后改变自己的行为,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其次,大学生要努力

提高自身素质,从多方面培养自己。大学生不仅仅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

还要具备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技能,让自己在求职过程中能够脱颖而出。最

后,大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素养和道德,做一个品德高尚,适应社会的、

有用的人才,这样就会在就职与社会中找到存在感,提高自信,减少负性情

绪的产生。 

抑郁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它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功能,本研究

只针对引起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就业压力及网络成瘾两方面的社会因素对

前人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一些建议,以后会对影响抑郁情绪的社会

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与之前的研究进行比较,还会对其他社会影响因素

进行更深一步的挖掘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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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管理模式融入数控实训实习环节教学组织与管理机制的研究 
 
莫荣林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DOI:10.32629/er.v3i2.2497 
 
[摘  要] 将企业先进的6S管理模式引入数控实训室,进行实习环节教学组织与管理,是实训课组织教学和管理的需要,不仅提升师生的职业素质

和职业能力,还能实现学生的职业能力满足企业要求。 

[关键词] 6S管理模式；数控实训；教学组织 

 

6S管理模式融入数控实训实习环节教学组织与管理,对于提升师生的

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数控实训基地的管理模式上

引入企业文化,实施“6S”管理,有助于加强实训教学管理质量,学生能更

好地适应企业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 

1 6S 管理模式概述 

1.1 6S管理模式的含义 

整理(seiri),是指区分实训车间里需要与不需要的物品,再对不需要

的物品加以处理,是对工作现场摆放和停滞的各种物品进行分类,区分什

么是现场需要的,什么是现场不需要的。整顿(seiton),是指将必需品整齐

放置、清晰标识,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寻找和放回的时间,主要是做到五定,

即定数量、定容器、定位置、定方法、定标识。清扫(seiso),是将工作场

所内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打扫干净,不仅包括环境的清扫,还包括设备

的擦拭与清洁,以及污染发生源的改善。清洁(seiketsu),是在整理,整顿、

清扫之后,认真维护已取得的成果,并将整理、整顿、清扫进行到底,使之

制度化,标准化。素养(shitsuke)是养成安全操作、规范做事的好习惯。

安全(safety),是消除安全隐患,预防安全事故,保障人身安全,减少安全

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1.2 6S管理模式应用于数控实训实习环节的意义 

1.2.1对学校的意义 

6S管理模式营造良好的数控实训室教学环境,使数控实训室设备、工

量夹具等归类整理,方便取放；保证实训环境干净卫生整洁,及时发现设备

问题,便于及时维修保养,延长教学设备使用周期,有效降低设备成本。6S

管理模式有助于加强实训教学组织与管理水平,提升教师实训指导能力,

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增强学校的办学能力。 

1.2.2对学生的意义 

在6S管理模式要求下,改变学生不良行为,培养学生规范操作意识,自

觉按照6S管理要求进行数控实训车间管理,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规范操作

习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毕业后能够尽快适应企业工作岗位。 

1.2.3对企业的意义 

现代机加工企业对用人要求提高了,员工不仅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

化素养,同时还要服从企业管理模式。较于普通员工,在校期间接受过6S

管理的数控实训教育的新进员工在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方面都占有绝对

优势。他们能适应高强度、高要求的一线生产工作岗位,同时能够充当基

层管理人员,能为企业创造更多财富。 

2 6S 管理模式在数控实训实习环节教学组织 

2.1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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