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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企事业员工社会心理服务需求、探索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在满足其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效果，本研究为

123 名企事业单位员工提供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服务，并采用自编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和满意度评估表进行

施测。结果表明：1. 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特点是“在上班期间单位以外提供一次性的体验活动”。

2.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对企事业员工在知识技能、自我满意度、人际互动、团体满意度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

3. 人际互动与工作成效、人际关系以及压力应对等维度显著相关。因而，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是满足企事业员

工社会心理服务需求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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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国民心理健康状况面临着新的挑战。《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12］指出，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抑郁症患病率为 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 4.98%。为实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13］中提出的

促进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战略目标、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探究社会心理健康

服务需求、创新和发展社会心理服务模式便成为应有之义。

肖水源和刘飞跃［8］认为心理健康服务的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是两种相互关联的不同状态。

前者指的是客观上的心理匮乏状态所引起的机体不平衡，而当心理服务的供给充足且个体愿意付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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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取该服务时，需要就转化为需求。这一定义将客观与主观、个体层面与社会交往层面相结合。本文中

提及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均采用这一定义。

当前我国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呈现“服务对象广泛、服务领域广阔、服务需求多元以及服务功

能多样”等特征［2］。江光荣和李凤兰［5］在全国 6 大主要城市进行的国民调查显示，教师心理健康服

务需求排列前三的是“识别与处理学生心理问题、亲子关系问题和自身情绪困扰”，且教师更愿意选

择向朋友和家人倾诉求助（73.1%），求助通道较为传统和单一［9］；67.2% 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需求

主要聚焦于“情绪调节、人际交往以及亲子关系”等方面［3］（郭菲，陈祉妍，2019），但 82.7% 个

体表示寻求心理健康服务有困难，尤为缺乏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员工［6］和中青年

狱警［14］的流调显示，分别有 54.8% 和 43.6% 的员工需要心理咨询服务，但两个群体分别侧重于不同

类型和服务方式的心理服务需求。此外，鉴于现代企业工作内容涵盖了体力劳动、情绪劳动以及亟需

创造力的脑力劳动，企业员工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罹患职业倦怠的风险不断增加［10］。一项

针对石油公司员工对 EAP 需求的调查研究显示［11］，不同岗位员工长期面临情绪问题、工作时间过长、

身体健康状况差等问题，因而压力管理、情绪调试等是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主要内容。可见，

不同职业领域员工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均较高，主要集中于情绪与压力管理、亲子关系、婚姻家庭

和身心健康等内容。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企事业员工寻求心理健康服务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例如，企事业员工对心理健

康服务形式和服务效果的了解程度较低，又因服务渠道信息少、时间少和费用高、心理健康服务形式较

为单一（主要是个体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服务队伍专业性参差不齐而导致心理健康服务易得性低；我

国崇尚“知足、忍耐”的民族个性品质又使得员工主动寻求帮助的意愿较低等［4］。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实践中，提出的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模式，期望探索

一种符合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特点、易得性较高、员工乐于接受且服务效果评估指标清晰的一种心理

健康服务形式。

2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

2.1  基本概念

团体辅导有多种不同的定义，狭义的团体辅导指任务导向、对团体动力和团体领导者专业程度要求

较低的教育、讨论或任务团体［15］。本文的团体辅导类似樊富珉［1］对团体心理咨询的定义，即“一门以

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助人知识、理论与技术。它是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

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

以发展良好适应的助人过程”。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是在一次单元咨询模式［7］基础上，提出注重建立良好的团体关系，利用团体动

力和当事人心理潜能，采用结构化的辅导方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使成员在团体中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

接纳自我、完善自我，相互学习适应性良好的行为模式，提高其心理素养的辅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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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辅导模式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整合了团体辅导与咨询、人本主义、焦点解决、意义疗法和艺术表达等心理咨询

取向的理论和基本技术。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分为建立关系、了解问题、成员领悟、采取行动和团体总结

等 5 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其目标、操作技术和辅导效果。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既可以用于从几个人的小

团体，也可以应用于数十人以上的中型团体。它既可以是一次性的团体辅导，也可以是连续性的团体辅导，

只不过在连续性团体辅导中的核心都是强调关系取向、采用结构化过程和解决问题导向。

3  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问卷》（以下简称“需求问卷”），需求问卷共 18 题项，每

题均为 5 点计分，从 1 分至 5 分分别表示“非常不认同”“不认同”“一般”“认同”“非常认同”；

分为 6 个维度，即情绪管理（2 题，Cronbach’s α =0.79）、自我认识（3 题，Cronbach’s α =0.88）、职业

规划（2 题，Cronbach’s α =0.84）、工作成效（4 题，Cronbach’s α =0.87）、人际关系（4 题，Cronbach’s 

α =0.88）、和压力应对（3 题，Cronbach’s α =0.87）， 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用《心理健康服务满意度评估表》（以下简称“评估表”）进行团体施测，旨在通过一次单元团体

辅导的服务方式满足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评估表共 16 题项，每题均为 5 点计分，从 1 分至 5

分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分为 4 个维度，分别是知识技

能（3 题，Cronbach’s α =0.93）、自我满意度（4 题，Cronbach’s α =0.87）、人际互动（5 题，Cronbach’s 

α =0.90）、团体满意度（4 题，Cronbach’s α =0.91）和总体满意度（1 题），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3.2  研究对象

课题组在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社会心理服务项目的实践中，分别选取某企业组织员工 41 人（占比

29.3%）、某事业单位员工 46 人（占比 33.3%），和某法院工作人员 36 人（占比 37.4%），共 123 名员

工参与本研究。其中，男性 37 人（30.1%），女性 86 人（69.9%）。团体成员自愿、匿名参与研究。

4  结果分析

本部分围绕企事业员工对团体辅导设置、内容的需求开展分析。

4.1  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形式的需求分析

心理健康服务形式需求包括服务时间、服务场所和服务方式等内容。

本研究把服务时间分为时长和时段两个部分，心理健康服务时长如表 1 所示，近 80% 的企事业员

工首选半天，这反映大多数企事业员工倾向于“一次性”的心理健康服务，这是企事业员工健康服务需

求的特点之一，正是开展一次单元心理服务的现实依据。这一特点在不同机构、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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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理健康服务时长的卡方检验

Table 1  The time of Chi-square test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 

时长选择
χ2

半天（n=98） 一天（n=25）

性别
男 32（26.0%） 5（4.1%）

1.52
女 66（53.7%） 20（16.3%）

机构类型
企业单位 34（27.6%） 7（5.7%）

2.98事业单位 33（26.8%） 13（10.6%）
政法单位 31（25.2%） 5（4.1%）

注：*p<0.05，**p<0.01

心理健康服务时段如表 2 所示，超过 7 成的员工希望在上班时间参与心理健康服务活动。男性和

女性的选择倾向基本一致，未见显著差异，但不同机构的员工在时段选择上具有非常显著（χ2=14.92，

df=2，p=0.001）的差异。具体而言，法院系统有一半员工希望团体辅导不占用工作时间（总占比

14.6%），这一比例超越了有相同诉求的企业单位员工（4.1%）和事业单位员工（8.1%）之和。

表 2  心理健康服务时段的卡方检验

Table 2  The time quantum of Chi-square test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时段选择
χ2

上班时间（n=90） 非工作时间（n=33）

性别
男 25（20.3%） 12（9.8%）

0.85
女 65（52.8%） 21（17.1%）

机构类型
企业单位 36（29.3%） 5（4.1%）

14.92**事业单位 36（29.3%） 10（8.1%）
政法单位 18（14.6%） 18（14.6%）

注：*p<0.05，**p<0.01

表 3 数据表明，8 成以上的员工更愿意在工作单位以外开展团体辅导。性别和组别在这一点上均未

见显著差异。

表 3  心理健康服务地点的卡方检验

Table 3  The locations of Chi-square test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 

服务地点
χ2

工作单位（n=23） 单位以外（n=99）

性别
男 7（5.7%） 30（24.6%）

0.00
女 16（13.1%） 69（56.6%）

机构类型
企业单位 9（7.4%） 32（26.2%）

5.05事业单位 4（3.3%） 41（33.6%）
政法单位 10（8.2%） 26（21.3%）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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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心理健康服务方式的卡方检验表明，将近 9 成的员工都希望以体验而非讲座或授课的方式参

与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在各变量上均未见显著差异。

表 4  心理健康服务方式的卡方检验

Table 4  The way of  Chi-square test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服务方式
χ2

体验为主（n=108） 讲座为主（n=15）

性别
男 34（27.6%） 3（2.4%）

0.82
女 74（60.2%） 12（9.8%）

机构类型
企业单位 39（31.7%） 2（1.6%）

3.84事业单位 40（32.5%） 6（4.9%）
政法单位 29（23.6%） 7（5.7%）

注：*p<0.05，**p<0.01

由上述分析可知，企事业单位员工对于心理健康服务形式的需求具有一次性的、在工作时间的非工

作地点、以体验为主的特点。因而，采用一次单元团体辅导能较好地满足企事业员工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4.2  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内容分析

需求问卷的数据显示，企事业员工各项心理健康服务内容上的需求都较为强烈，依照“认同和非常

认同”（4 分及以上占比）自身需要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类型依次为：自我认识（M=4.05，SD=0.76）、

压力应对（M=4.05，SD=0.75）、人际关系（M=3.89，SD=0.78）、职业规划（M=3.72，SD=0.85）、工作

成效（M=3.87，SD=0.74）以及情绪管理（M=4.08，SD=0.76）等，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呈多样化状态（见表 5）。

表 5  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内容需求

Table 5  The content demand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需求类型 M±SD 4 分及以上占比
自我认识 4.05±0.76 74.7%
压力应对 4.05±0.75 70.7%
人际关系 3.89±0.78 59.3%
职业规划 3.72±0.85 58.5%
工作成效 3.87±0.74 57.7%
情绪管理 4.08±0.76 53.6%

本研究发现，7 成以上的企事业员工都认为自己需要自我认识和压力应对方面的援助，而且近 60%

的企事业员工需要人际关系、职业规划和工作成效等方面的心理健康服务，开展这几大类型的一次单元

团体辅导是符合企事业员工的需求的。

综上，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应在上班期间单位以外提供一次性的体验活动，要以自我认识、压

力应对、人际关系、职业规划和工作成效等内容为主，这是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特点。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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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开展一次单元团体辅导的心理健康服务。

4.3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的效果

本研究从知识技能、自我满意度、人际互动、团体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等几个方面来评价一次单元

团体辅导的效果。知识技能指成员在团体辅导中学习心理健康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在员工工作和生活上

切合实际需要的程度；自我满意度是指成员在团辅中的参与和学习、感到开心和成就感的程度；人际互

动指成员在团辅中彼此信任、相互影响与共同参与等的满意度；团体满意度指成员对于团辅时间、地点、

开展形式等方面的满意度；而总体满意度用单一题项来测量参与员工对参与一次单元团体辅导的整体体

验。以上几个维度可用于评估结构化团体辅导的有效性。

4.3.1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的满意度

满意度评估表的数据显示，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在满足企事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效果上总体良

好。依照“满意和非常满意”（4 分及以上占比）的评价排序，其成效依次体现为总体满意度（M=4.06，

SD=0.76）、团体满意度（M=4.15，SD=0.67）、人际互动（M=4.03，SD=0.72）、自我满意度（M=4.02，

SD=0.68）以及知识技能（M=3.85，SD=0.88）等方面。均数分析结果显示，除“知识技能”维度外，其

余各维度均值皆高于 4 分（成员感到“满意”），说明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模式总体上是有效的。

表 6  企事业员工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满意度评估

Table 6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single session group counseling for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M±SD 4 分及以上占比
总体满意度 4.06±0.76 78.0%
团体满意度 4.15±0.67 74.7%

人际互动 4.03±0.72 69.1%
自我满意度 4.02±0.68 65.0%

知识技能 3.85±0.88 61.7%

相关分析显示，满意度评估表中的人际互动与需求问卷中人际关系、压力应对以及工作成效等维度

显著相关（见表 7）。

表 7  需求问卷与评估表各维度相关分析

Table 7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dimension of demand form and evaluation form

人际互动 人际关系 压力应对 工作成效
人际互动 1
人际关系 0.17* 1
压力应对 0.20* 0.87** 1
工作成效 0.22* 0.86** 0.85** 1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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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的特点

从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外部设置来看，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时长适中、不占用员工非工作时间且面向同一

行业、甚至同一组织的员工开展，可以让员工保持对团体熟悉性的同时，帮助参与员工暂时脱离工作岗位

的社会角色要求、在人际互动中重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因而员工易于接受；而且，由组织统一购买服

务的设置降低了员工接触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成本，提高了该服务的易得性；同时，对于表 1 至表 5 的数据

分析也表明，不同员工对于一次单元团体辅导的形式和内容的需求，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但一次单元团

体辅导都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些差异化的需求，因而这一服务形式也具有跨群体的适用性。

从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模型本身来看，结构化的会心团体形式，保证团体有序进行的同时也为成员表

达自身独特性的诉求留下空间，设置非常灵活；而且，聚焦于问题、面向未来的理论支撑帮助成员了解

问题，但不沉溺于问题，而是从情感支持、知识储备、应对方式等多层面出发帮助员工看到自身应对问

题的资源，利于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单次团体的完整性帮助员工在每一次团体辅导中皆

有所收获，保证了活动的效果、参与成员的满意度得以提升，因而这一助人模式也具备“高效”的特征。

综上所述，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具有员工接受度良好、易得性高、跨群体的适用性强、设置灵活、积

极取向、助人效果良好等特征。

5  讨论

5.1  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特点

在活动形式上，近 9 成员工选择以体验为主的形式开展，表明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有着广阔的潜在需

求。虽然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注重员工的全面发展，并利用优化工作量、提升薪资待遇、引进继续教育

等手段来满足这一需求，但这些措施更多围绕着员工外在需要展开，对员工的内在需求如安全感、归属感、

成就感等心理方面的关照则有待加强。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所具备的简洁、完整、以人际关系和团体动力

驱动的特质为成员提供了暂时脱离职业角色束缚的交流空间，呼应了员工作为一个完整社会成员的内在

需求，因而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为员工定期开展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活动或许可以提升员工的身心健康水

平，从而增强其职业胜任力。

在团体辅导时长和时段选择上，均有超过 70% 的被试认为在工作时间段开展、每次半天左右较为合适。

更长的单次参与时间要求员工具有更强的参与动机并且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这并不适用于大部人。也许

员工更愿意将所在机构安排的团体辅导活动视为一种福利，在不占用非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来参与活动。

不同机构类型的员工在时长和时段选择上差异显著，并且这一差异也反映在开展活动地点的选择上，

两者保持一直。具体而言，相比于普通企业和事业单位，法院系统的员工更愿意在非工作时间段内或在

单位本身开展团体辅导。这可能与司法系统的工作特殊性有关。除了繁多的工作任务以外，司法系统具

有更高的公众性以及潜在的紧迫性，这要求身处该系统的员工具有更强的纪律性和紧迫感，更不愿意离

开工作地点以及付出更多时间参与团体辅导。

需求问卷的均数分析表明，不同机构员工的心理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且需求旺盛。不同员工既有

如情绪管理、工作成效、人际关系以及压力应对等现实性需求，也兼具职业规划、自我认知等发展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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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团体辅导活动中，主带人员可以依据不同需求调整团体方案，使其更有针对性。

5.2  一次单元团体辅导的干预效果

在效果方面，评估表的均属分析显示，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可以有效满足企事业员工在知识技能、人

际互动、自我满意度等方面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近 8 成的团体成员总体上对于团辅效果感到满意。相

关分析表明，人际互动与人际关系、压力应对以及工作成效等维度显著相关，这可能源于团体辅导过程中，

积极的人际互动起到了会心的效果，使其作为一个突出的疗效因子，激励并催化团体成员的真诚和开放，

进而提高了成员们的人际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阶段的“应对方式”环节也可能在方法的层面上增强

了员工应对工作压力的信心，最终缓解了成员们在工作成效方面的担忧。因而从辅导效果上来看，一次

单元团体辅导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方式，总体上是符合企事业员工需求特点并且成效明显的。

综上所述，主带人员可以将时长半天、工作时间段内以及工作地点之外的团体辅导设置作为一次单

元团体辅导的“通用模板”加以应用，同时也可以针对不同机构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争取在一次单元

的框架内，以丰富的形式满足员工多元的心理需求，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还存在样本量不足、研究方法较为粗糙等有待改进的地方。但考虑到本研究采

用准实验设计以及企事业单位员工被试较难获取等现实因素，本研究希望作为一项先导性的试验，在后续研

究中增加样本量以及被试地缘、业缘、民族等属性的多样性、设置对照组等方法提升研究效度；并且可以通

过增加追踪测验的方式来探究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对不同机构员工影响的变化周期，从而进一步明确该活动的

有效范围。最后，本研究采用的一次单元团体辅导操作流程并非只能适用于大团体，而是本研究团队并未将

其应用于 10 人以下的小团体中，因而一次单元团体辅导应用于小团体的效果也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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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Session Group Counseling: One Practical Study 
About the Demand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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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needs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single session group counseling in satisfying their mental 
health service needs, this study provided single session group counseling service for 123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conducted a test by using the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 on 
mental health service needs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haracteristic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demand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is “providing one-time 
experience activities outside the unit during working hours”. 2 single session group counseling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self-satisfac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group satisfac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3.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ork effectivenes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tress response. Therefore, single session group 
counsel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atisfy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needs of employees in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Key words: The demand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Single session group counseling; The employees of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