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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college LGBTQ studen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and the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college LGBTQ student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 

fear of institutional and heterosexual culture; (2) anxiety about exposure, bullying, 

discrimination and infection; (3) loneliness caused by isol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4)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response to LGBTQ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dopted certain practices and measures, including 

through the GSAs alliance to reduce or reduce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prejudice 

between each other; To introduce LGBTQ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e school carries 

on the related training to the teacher, displays the teacher’s function; And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relatively few studies and researches on this group 

in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relevant measures are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practical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guide LGBTQ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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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多元性文化学生群体心理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已有

研究进行综述并结合心理咨询实践发现，当前高校该群体的学生心理问题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制度与异性恋文化的恐惧感；（2）对暴露、欺凌和歧视、

感染的焦虑感；（3）被孤立和边缘化带来的孤独感；（4）抑郁和自杀问题。

针对高校多元性文化学生群体（LGBTQ）的心理问题，诸多高校已经采取了一

定的做法和措施，包括通过 GSAs 联盟降低或减少彼此间的误解和偏见；在课堂

教学中引入 LGBTQ 相关问题；学校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发挥教师的作用；

以及通过心理咨询中心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等。目前国内高校对该群体所持

的态度和研究仍相对较少，在相关措施采取上仍然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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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切实可行的针对 LGBTQ 学生进行教育引导的方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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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元性文化群体一般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

群体或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LGBTQ），他们往往在性别认同上不接受

现有的生物性别，或在性取向上是非异性恋者［1］。该群体人数在总人群中占

比并不少，在美国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全国性调查中，6.2% 的人被认定为女

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或不确定自己性取向［2］，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

国内高校，该群体的调查比例与此接近［3］。多元性文化群体作为非主流的性

少数群体，社会及高校的异性恋者对他们的态度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包容和

接纳程度一直在增加，但并没有到达毫无歧视和压迫的程度。相关研究一直表明，

LGBTQ 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比异性恋和非跨性别者差［4］。LGBTQ 人群往

往经历过多层次多方面的与性和性别过程相关的心理健康和问题。青少年学生

中的 LGBTQ 群体承受的负面身心健康状况负担相对过重［5］，尤其是在当前

高校中，多元性文化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需要关注，因为多元性文化

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学业成就、人际关系、消极情绪和自杀行为等都

产生重要影响。从国内高校心理咨询实践来看，目前该群体人数因为心理健康

问题呈现出增加趋势，问题类型也逐渐多元化，需要引起作为心理咨询专业工



·296·
高校多元性文化学生群体（LGBTQ）心理问题研究及教育引导对策 2020 年 5 月

第 2 卷第 5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502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作者的高度重视，加强对该群体的研究和引导。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国内外相

关研究，指出高校学生 LGBTQ 群体所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

教育引导对策。

2  多元性文化群体的心理问题类型和程度

个体的心理健康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以及个体层面因素相互

作用下动态形成的。对于 LGBTQ 群体来说，在其成长过程中经常会面临自我、

家庭、同伴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会带给 LGBTQ 群体诸多心理层

面的压力和焦虑，从而导致其他类型的心理问题。该群体心理问题类型的划分

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本文中所描述的心理问题类型以国内外关于该群体的相

关研究中所出现主要心理问题为主，将相关主题进行归类整合，并结合当前心

理健康教育及咨询工作经验进行综合所得，并非严格按照 DSM、IDC 等诊断手

册划分。最终确定该群体的心理问题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类：恐惧感、焦虑感、

孤独感、抑郁和自杀行为。在 DSM 中，恐惧症是属于焦虑症下的亚类，所以二

者很难区分，不过为了说明不同因素对焦虑的影响，在本文中将二者分开进行

论述。

2.1  恐惧感：对制度与异性恋文化的恐惧

在多元性文化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中，恐惧和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其中最为

常见且影响最为广泛的。LGBTQ 学生群体的恐惧源于多个因素，首先是制度与

文化层面的恐惧，该群体对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恐惧使得其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取

向。尤其是带有压迫性或歧视性的制度和文化，可能对 LGBTQ 群体的健康和福

祉产生有害影响。这些制度和文化包括异性恋主义、严格的学校政策、通过学

校纪律和氛围强制异性恋和性别从众、对转变性别及性取向的不宽容、种族歧

视等方面。

在传统文化中，绝大多数人仍然难以接受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对他们的认

识和理解存在天然的排斥和敌意，从而出现恐同症和异性恋主义倾向。对于恐

同者来说，同性恋仍然被视为一种侮辱。恐同者通常会在个人内心感受层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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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恐惧、厌恶或仇恨，他们会从内心深处排斥 LGBTQ 群体，这些反对可能会让

该群体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悲伤、失望或恐惧。异性恋主义也是对 LGBTQ 群体的

一种制度性压迫。甚至有时，即使个人不是偏执者或恐同者，但机构和文化规

范仍可能具有歧视性甚至是压迫性，因为这些制度和规范基本都是基于异性恋

而设计，那些不反对或抵制它们的人也可以说是异性恋主义者。并不是所有的

异性恋者都是恐同者，但所有的恐同者都是性别歧视者［6］。

有研究表明，LGBTQ 学生群体与异性恋者相比，他们经历更多的心理痛苦，

并认为这种高风险的负面心理健康结果与文化、政治、制度和人际交往实践有关，

这些实践赋予异性恋和二元性别规范以特权，对于 LGBTQ 学生群体来说，相当

多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7］。比如，在美国尽管有部分学校制定了反欺凌政策，

但与异性恋学生相比，LGBTQ 学生并没有得到足够或充分的保护。例如，只有

20.1% 的学校有包容 LGBTQ 学生群体的反欺凌政策，只有 26.8% 的学区要求学

校员工在处理校园欺凌问题上进行专业发展［8］。学校在 LGBTQ 学生群体的

制度保护层面仍然是不到位的。

由于制度和文化层面对 LGBTQ 群体成员并不那么包容，恐同者和异性恋主

义的存在使得该群体很可能会接受和内化社会对他们的消极态度。在接受通常

被认为不正常、不道德或病态的性别身份时，许多青少年将负面的刻板印象内

化，从而认为自己是心理或社会上的越轨者。许多同性恋青少年对此的反应是

隐藏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这会导致出现更大的恐惧感，因为害怕被他人发现也

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那些对自己的性取向保密的学生，他们的

生活事实上是在不断撒谎。他们要么压抑自己的情绪，要么觉得自己不够满足，

因为这是一种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情感支持的状态。该群体在旷课、辍学、

抑郁和自杀方面，付出的代价尤其高昂［6］。社会类别（如性取向、性别、种族）

和人际交互过程（如人际歧视）带给 LGBTQ 群体的恐惧感和压迫体验，已经让

该群体产生了诸多问题［9］。

2.2  焦虑感：对身份暴露、被欺凌和歧视、HIV 感染的担心

除了制度与文化层面带来的恐惧感，LGBTQ 学生群体的焦虑感则是另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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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该群体的焦虑感水平明显较高，焦虑源也多

样化。来自人际关系方面的欺凌与歧视是 LGBTQ 群体焦虑感的主要来源。这些

人际关系包括同学同伴、父母、老师、恐同者等人群。作为 LGBTQ 群体成长过

程中最为重要的他人，这些人群对待 LGBTQ 群体的消极和歧视态度是他们焦虑

感的主要来源。从 LGBTQ 群体的个体层面来看，对暴露与欺凌的担心害怕使得

他们出现诸多恐惧症反应。主要表现为他们害怕暴露，对恐同者感到恐慌，害

怕被欺凌，由此导致诸多行为层面的问题。另外，同性间性行为导致的感染风

险的增加，也增加了该群体的焦虑感。

诸多研究表明，LGBTQ 学生群体在学校里因为他们的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

而受到欺负、骚扰和迫害［10］，与教室环境中的敌意、耻辱感、异性恋歧视

和恐同症相关的挑战仍在继续［11］。有证据表明，在 LGBT 群体中观察到的

不良心理健康结果，与带有歧视的性别认同、经历和预期的压力，以及生活在

恐同或异性恋环境中的压力有关［10］。有研究发现，那些一生中有过歧视事

件或每天都有过歧视经历的人，患上精神疾病的几率显著增加，LGBTQ 的人比

异性恋的人更有可能在多个领域遭遇歧视。LGBTQ 群体对歧视经历的调整显著

降低了性取向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表明对 LGBTQ 学生群体心理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的是歧视经历，而不是个体的性取向［7］。

学校与家庭带给 LGBTQ 学生群体的恐惧和焦虑尤为突出。学校虽然为年轻

人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去探索、定义和学习有关知识，不过也经常是各种形式的

异性歧视的场所。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保护措施，性少数群体学生仍然会因为性

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而经常感到不安全或在学校得不到支持，LGBTQ 学生仍然面

临着充满敌意的环境并给他们带来恐慌和焦虑［10］。许多 LGBTQ 学生因此会

出现逃避学校活动或逃学的行为。例如，微侵犯是基于身份的微妙歧视形式，

这种侵犯不一定是公开的暴力，但传达了人们对于 LGBTQ 群体成员的持续负面

信息［12］。现有研究表明，来自性取向的微侵犯与 LGBTQ 群体学生的心理压

力呈正相关，同时这种微侵犯与校园中更为暴力的歧视同时存在［13］。来自

恐同群体的欺凌导致他们会出现较低的学术成就、旷课，较低的学校认同，较

高的违反纪律问题。这些被侵犯的经历为 LGBTQ 带来了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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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经历，可能会强化他们与 LGBTQ 相关的心理创伤和心理压力。

家庭在塑造人的身份和自尊方面的重要性永远不能低估。当家庭中有恐同

的价值观时，那么就会出现疏远、拒绝甚至驱逐同性恋者。儿童不仅在家庭中

发展了早期的信任、接受和认同感；他们还必须依靠家人，尤其是他们的父母

给予情感、社会和经济上的支持。然而，孩子们担心他们会因为自己是 LGBTQ

而让他们的家庭感到羞耻，这不仅会给 LGBTQ 群体带来罪恶感，而且还会导致

他们对未能达到父母期望出现的认知失调。大多数 LGBTQ 群体成员的性取向

与他们的父母并不相同，因此他们很容易在性取向方面遇到家庭阻力。在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中，经常会出现因为是否向家庭成员出柜而带来的焦

虑、恐惧与压力。比如，有接近三分之一的 LGBTQ 学生在遇到心理危机时得不

到家人支持，都曾经历过无家可归，而那些向父母透露自己的 LGBTQ 身份或因

LGBTQ 身份而遭到父母拒绝的人，其无家可归率更高。有无家可归经历的年轻

人报告了更多的精神健康障碍和更高的自杀率［14］。

2.3  孤立感：被他人孤立和边缘化带来孤独

如果说欺凌和歧视是显性的针对 LGBTQ 群体的暴力，那么孤立和边缘化可

能更多是隐性的排斥他们的形式。对于那些生活在没有性取向自由的环境或家

庭中的人来说，最常见的压力是被孤立［8］。国内外许多学校业已采取了诸多

措施来帮助 LGBTQ 更好生活和学习，消弭该群体与异性恋群体之间的误解和偏

见，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针对 LGBTQ 学生群体的有意或无意地孤立和边缘化

仍然十分普遍，孤立和边缘化的形式可能更为多样。家长、教师与学生虽然在

表面并没有明显地歧视和欺凌，但内心仍然保持着偏见，他们不愿意去认识和

了解 LGBTQ 群体，从而造成该群体被孤立和边缘化。

来自学校、教师及课程的不公正待遇，往往也会让 LGBTQ 群体感到被歧视

或遭遇偏见，这些歧视和偏见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更多是在课程内容讲授过

程中，教师想当然地以为所有学生都是异性恋者［15］。对于 LGBTQ 学生群体

来说，他们对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是否兼顾到了公平和尊重非常敏感，但教师

或其他学生往往在意识层面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可能许多教师认为学校能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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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生或家长更支持 LGBTQ 群体，但教师对 LGBTQ 可能同样存在偏见，导

致 LGBTQ 感知到的校园氛围并不是很友好［16］。在学校体育运动中亦是如此，

与异性恋同龄人相比，LGBTQ 取向的大学生参加团队体育运动的可能性更小，

这种差异在男同性恋中尤为明显。多年来，性少数群体运动员几乎完全被霸权

的异性恋体育文化边缘化，他们被迫在排斥同性恋的体育环境中进行自我选择，

或隐瞒自己的性别身份［17］。

这些孤立和边缘化的形式往往是系统的，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系统，当然

有存在于个体和小团体层面的针对 LGBTQ 群体成员的孤立和边缘化形式。他们

在社会团体和社会互动中被不断影响，造成心理层面内化外在诸多不合理要求

和感受，被孤立和边缘化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可能更为深刻，尤其是心理层面的

痛苦尤甚。被孤立和边缘化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

心理压力，从而形成“复杂心理创伤”［9］，这是比单纯的创伤更为严重的创

伤形式，他们会内化这些耻辱感，形成过于敏感的自尊形态，从而导致更严重

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些因素的存在使得被孤立和边缘化导致的心理痛苦更为严

重，如种族主义、贫富差距等，使得 LGBTQ 人群面临更大的来自心理健康方面

的挑战［18］。

2.4  抑郁及自杀问题

尽管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是大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但对于校园中的 LGBTQ 学生群体来说，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抑郁症和自杀问题

是高校 LGBTQ 群体学生特别关注的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一个中介因素，当心

理问题严重时，很可能会导致自杀意念和行为。有研究发现他人对 LGBTQ 的歧

视通过心理健康对自杀意念产生间接影响［19］。由于前述心理问题的影响，

LGBTQ 群体学生在成长经历中所面临的压力要远超其他学生群体，从而带来的

心理问题更为多样化。在某些学者看来，抑郁症可以看作 LGBTQ 群体对被孤立

和边缘化经历的条件反射和内化。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消极自我评价和对他

人的消极感受是自身体验的投射，是人们向 LGBTQ 群体传达歧视性信息的再现，

也可以被解读为对压迫性环境持续存在的看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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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Q 群体中出现抑郁和自杀的比例要高于其他群体。美国一项全国调查

研究表明，10% 到 20% 的 LGBTQ 学生经历过抑郁症，女性和有色学生群体的

抑郁率明显更高［20］。一项针对 25 个已有相关研究，涉及近 1.2 万名女同性

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元分析研究发现，LGBTQ 取向者患抑郁症和焦虑症

的风险比异性恋者高 1.5 倍［7］。LGBTQ 群体中自杀未遂或自杀意念的发生率

是异性恋的 4 倍［21］，企图自杀的可能性是异性恋者的 2.5 倍，多达 40% 的

跨性别者曾试图自杀［22］。中国 LGBTQ 学生往往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抑郁症和

自杀风险，根据国内一项研究调查显示约 85% 的受调查的 LGBTQ 学生感到抑郁，

约 40% 的 LGBTQ 学生有自杀念头［3］。这些研究与国外相关研究基本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自杀属于对自我的攻击，但 LGBTQ 学生群体对他人的攻击

行为和其他群体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虽然该群体遭遇的恐惧、焦虑、被孤立

和边缘化等心理问题相对较多，但并没有增加该群体的攻击行为。有研究者调

查了 LGBTQ 青少年学生发现，他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攻击行为与异性恋同龄人

一致。这表明，性取向认同对攻击行为的使用似乎没有不同影响，他们的人际

成熟行为（如使用亲社会技能）也没有差异［23］。

3  针对 LGBTQ 学生心理问题已有的措施与不足

在法律框架中，接受 LGBTQ 群体并将之作为一种反歧视的做法，已经为

LGBTQ 群体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安宁，但仍然存在着诸多挑战。LGBTQ 学生群体

对暴露和制度文化层面的恐惧并没有显著性改善。尽管 LGBTQ 群体取得了进步，

但许多学校仍然对 LGBTQ 学生感到冷漠和不欢迎。学校及同龄人仍可能存在对

该群体的欺凌、歧视和孤立等现象。身份发展，尤其是性别身份的发展对学生

来说仍很重要。LGBTQ 群体学生也经常发现，他们在公共教育中自由分享性别

身份及性取向的能力仍然有限。针对高校学生中的 LGBTQ 群体进行专业化的咨

询指导和教育引导仍有高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3.1  当前针对 LGBTQ 学生心理问题已有的措施

有鉴于此，当前国内外高校针对 LGBTQ 所遭遇的心理问题已经采取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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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和措施，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3.1.1  通过 GSAs 联盟降低或减少彼此间的误解和偏见

GSAs 是同性恋 - 异性恋联盟（Gay-Straight Allies）的缩写，这是以学生

为主导、以学校为基础的学生互助群体，旨在创设一个安全的环境氛围，为

LGBTQ 群体以及异性恋群体在学校中提供一个安全的交流环境。对于学校来说，

学校可以在预防骚扰和偏见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提高 LGBTQ 学

生的适应能力。通过为性少数群体青年建立强大、支持和安全的学校环境，学

校可以帮助所有学生提高认识和成绩［24］。GSAs 的存在、参与，和 GSA 促进

学校安全方面的有效性与青少年的幸福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

GSA 能够缓冲 LGBTQ 学生群体在遭遇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对学校整体氛围

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GSA 在与学生自我报告的恐同受害者、对安全的恐惧和

听到恐同言论时的恐惧水平显著降低［25］。

3.1.2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 LGBTQ 相关问题

现在诸多学校开始将 LGBTQ 问题代入课程教学中进行讨论，促进其他学生

对 LGBTQ 的理解和接纳。课堂上对 LGBTQ 问题的积极处理以及课程中明确包

含 LGBTQ 内容，能够促进异性恋者的接纳。大多数学生对学习 LGBTQ 问题持

开放态度，但对一些人来说，LGBTQ 的教学似乎尤其具有挑战性［11］［15］；

在国内，有高校开始将性别差异及性取向作为某些课程课堂教学的一部分（如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堂教学能够增加 LGBTQ 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的认识和理解，

并接纳彼此性别及性取向方面的特点。

3.1.3  学校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发挥教师的作用

教师支持在促进 LGBTQ 学生成功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LGBTQ 学生如

何与教师互动，以及学生在何种互动中获得支持对学生的成功最为关键［26］；

在另一项研究中，LGBTQ 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他们的异性恋同龄人

［27］。由于教师可以影响更多学生，且教师具有一定权威性，教师对 LGBTQ

群体的态度至关重要，这是影响该群体对学校氛围感知的重要因素。当前国外

有高校已经开始对教师进行 LGBTQ 相关知识及沟通技巧的培训，并获得一定的

效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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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建立学校 LGBTQ 资源中心或社会工作项目

当前国外有高校在校内建立 LGBTQ 资源中心或社会工作项目，对 LGBTQ

予以心理保障。这些资源中心包括建立学生组织，学校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

有专业教师提供心理帮助等。但目前为止这类措施和举措并不多，只有不到

25% 的大学拥有 LGBTQ 学生组织，只有三所大学建立了 LGBTQ 资源中心［28］。

国内建立资源中心的高校更少。

3.1.5  通过心理咨询中心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

如前所述，LGBTQ 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相较于其他学生来说更为严重，

他们对学校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更高。在这种高需求的背景下，同性恋者比异

性恋者更有可能利用心理健康服务。当前高校普遍建立了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

务机构，并通过培训督导等形式强化心理咨询师关于 LGBTQ 的知识和技能。不

过尽管服务使用率很高，但至少有一项研究发现，性少数群体对心理健康服务

的不满程度高于异性恋者（18% 对 8%）［7］。在寻求心理咨询的 LGBTQ 学生

看来，为他们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的咨询师们在相关知识上和自己的期待有

巨大差距，一半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不得不向心理咨询提供者传授他们作为

同性恋者的相关知识。

3.2  国内高校针对 LGBTQ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的不足

大多数国内高校并不拒绝 LGBTQ 学生。国内对该群体的心理问题研究相

对较少，理解和接纳程度仍需进一步提升。在心理咨询和教育引导对策上，国

内采取的做法相对较少，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建议层面，真正落实在做法和实践

层面的对策和建议不多，在形式和力度上皆有待加强和改善。国内高校针对

LGBTQ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3.2.1  缺少类似于 GSAs 的朋辈互助联盟

目前来说，基于 GSAs 的高校 LGBTQ 群体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能够

从实践和操作层面为这部分学生群体提供心理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

过遗憾的是，当前国内对于 GSAs 的研究几乎空白，尚没有关于国内高校已经采

取了 GSAs 做法的研究报告。不过目前已有高校已经成立了类似于性别研究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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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织，但缺少学校有效的支持，且在学校内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3.2.2  针对教职员工的相关培训缺乏

学校教职员工可以在教室内与教室外的环境下，对 LGBTQ 学生给予正式或

非正式的接纳和支持。目前国内高校教师在相关问题上的意识和做法仍然较为

薄弱，缺少相应的支持技巧和能力，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校已经采取的

针对教职员工关于 LGBTQ 相关的培训十分匮乏。

3.2.3  针对心理咨询师解决 LGBTQ 心理问题的培训力度不够

由于心理咨询的保密性和学生对心理咨询接受程度的提升，高校 LGBTQ 群

体在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时，寻求学校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已在其备选方式

中。当前国内高校来自 LGBTQ 群体的咨询人数明显增加，但由于不少高校缺少

相应知识和技能的咨询师，难以有效帮助和支持该群体。当前心理咨询师解决

LGBTQ 学生心理问题的知识和技能尚有待提高。

4  应对和解决高校 LGBTQ 学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与建议

高校 LGBTQ 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在某些问题上具有鲜

明的特殊性，同时心理问题的程度和由此造成的自杀风险显著增加。高校相对

于其他环境应该更具有教育性和引导性，在该群体学生的心理问题上，高校理

应采取相应的对策或措施，给予 LGBTQ 学生群体以理解、支持和接纳，并帮助

他们应对自身的心理问题，实现自我的发展与成长。综合来看，高校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采取一定的措施支持该群体的心理成长和问题解决。

4.1  建立 GSAs 联盟减少偏见和恐惧

虽然 1990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去除，从

而在科学及医学层面正式为同性性倾向平反，同性恋实现了“非病化”。不过

当前高校异性恋群体，仍然对 LGBTQ 群体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而 GSAs 的存

在则可以有效缓解和减少类似的偏见和歧视。GSAs 能够提供一个安全氛围，为

LGBTQ 学生以及他们的异性恋盟友在学校中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从而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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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 LGBTQ 学生对于学校的认同，提升他们在学校中的幸福感，并影响到他们

的学业表现；能够通过对话机制的建立，有效消除 LGBTQ 学生和恐同症学生、

教师以及其他无法接受 LGBTQ 的群体对于他们的误解和偏见；有助于直接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促进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消除潜在的心理隐患，提升个人

幸福感。

从当前研究来看，GSAs 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渠道帮助学生，分别是提供

支持 / 社交、信息 / 资源提供，并倡导和谐共处的氛围［29］。在 GSAs 中，

LGBTQ 学生能够获得更多支持和社交，以及信息和资源。在学校内提供一个同

性恋 - 异性恋联盟（GSA）已经被证明可以增加 LGBTQ 学生的认同感和幸福感

［30］。与没有 GSAs 的学校相比，GSAs 学校的学生逃课、吸烟、酗酒、自杀

未遂和与临时伴侣发生性关系的情况较少，LGBTQ 学生的这一差异比异性恋学

生更大［29］。

重要的是，LGBTQ 群体经常会建立不同于主导系统的替代和互补的机构和

组织，LGBTQ 学生往往会在组织、协会和团体中联合起来，相互支持，以抵消

外部的歧视和偏见，这样并不能够有效消除和降低彼此的对立和恐惧，有时甚

至会加深彼此的割裂和误解［31］。国内高校可以对此进行尝试，在高校中鼓

励或支持相关组织的建立，促进彼此之间的对话。目前已有高校进行了一些尝

试，但力度明显不够。在建立和维持该组织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双方平等的参

与，确保公平。需要防止 GSAs 演变成另一种实行的制度或文化歧视。比如由于

种族主义的存在，国外高校对 LGBTQ 的误解和偏见较国内尤甚，许多自认为是

GSAs 的组织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以白人为基础，他们大多数的领导和成员都是白

人，整个组织也是基于白人特权假设的优先级和规范，这些设定中存在着隐性

和显性的种族偏见行为［32］。

4.2  针对教师发展 LGBTQ 培训项目

由于教师的角色和作用，教师需要对 LGBTQ 学生群体保持敏感性，避免在

教学内容、人际交互过程中产生误解、偏见和歧视的行为。据前所述，教师比

家长更能够支持 LGBTQ 学生。教师对 LGBTQ 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的途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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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内和课堂外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比如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

塑造课堂教学内容、提供心理支持，消除恐同语言，在课程中挑战已有的异性

恋话语权，使用包容性的语言等方式，对该群体学生提供支持，还可以直接解

决 LGBTQ 学生的相关问题。在课堂外，教师也可以作为学生的学术和职业咨询

师的形式为他们提供帮助。

教师的敏感性需要通过学校对教师的培训或其他方式进行。在教师的培训

上，学校心理学家或心理咨询师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他们可以训练教师相关

的知识、技能和应对技巧，运用可能增加 LGBTQ 学生幸福感的可能方法。他们

可以帮助教师理解，教师所表现出的对 LGBTQ 学生的态度和支持，有助于该群

体学生心理问题的缓解和恢复［33］。教师应该发展更多支持性而非惩罚性的

行为，这样可以降低和减少恐同欺凌。除了授课教师外，还可以让包括卫生保

健专业人员、办公室人员在内的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参与到这些问题中来。

4.3  加强对心理健康从业者的系统培训

几乎所有心理咨询师都强调缺乏可用的资源和专业培训机会，特别针对

LGBT 群体的心理健康需求［7］。虽然大多数心理咨询师都参加过与 LGBT 相

关内容的研讨和会议，但这些都是咨询师个人积极寻找的培训机会，而不是咨

询师培训计划的标准或强制性组成部分。关于 LGBTQ 的正规教育和强制性课程，

国内外的心理咨询师普遍觉得内容缺乏，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基本上都

是在职培训，学校提供的培训力度相对不足，难以有效满足解决 LGBTQ 心理问

题的需要。其实不单是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的状况同样如此，他们都强调

了医生教学课程中 LGBT 健康内容和覆盖范围的不足，应该加强对心理健康从

业者（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心理卫生保健人员）的系统培训。

培训应该将 LGBTQ 群体的心理健康作为培训项目的重点。许多经验不足的

心理咨询师都建议加强 LGBTQ 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最重要的是将 LGBTQ 内容

纳入教育课程，使其能够覆盖所有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从目前国内已有的培

训来看，针对 LGBTQ 群体的培训、研讨会和继续教育课程吸引的往往是那些已

经认识到 LGBTQ 心理健康问题重要性，并愿意主动解决自身知识和技能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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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等从业者，而不是那些最需要 LGBTQ 问题培训的咨询师，很多咨询

师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缺少自我提升的主动性。应该加强专

业从业者的系统培训，确保每个从业者都能够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这些培训

的主题和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性取向、性行为和性别认同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

以多样性和文化胜任的方式去理解他们［6］。

4.4  在相关课程中增设 LGBTQ 的有关知识

在相关课程中增加相关知识既能够增加其他学生对于 LGBTQ 的正确认识和

理解。从目前看来，至少应该在心理健康专业从业者课程和其他课程中纳入相

关知识。对于心理健康专业从业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学从业者、精神科医生、

医学学生等）来说，应强制将 LGBTQ 专题纳入相关必修课程，以确保所有毕业

生在进入心理健康领域时，至少接触过相关的基本术语、关键问题和应对方式，

而不是在完全缺少相关背景知识的情况下，直接去处理和应对 LGBTQ 的心理问

题。对于非心理健康专业从业者来说，可以在诸如《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

咨询与治疗》之类的课程中增设相关知识，加强讨论和引导，促进彼此的认识

和接纳。

从已有研究来看，这是完全可行且具有良好效果的做法。已有不少高校的

教职员工和相关机构支持相关课程的发展，并成功实施过这些课程。绝大部分

教师愿意并有能力教授与 LGBTQ 相关的课程内容，且不需要增加太多额外的财

政资源；学生也愿意接受相关的知识，LGBTQ 课程能够提高他们对 LGBTQ 问题

的认识和他们照顾相关病人的意愿［7］。

在制定和实施 LGBTQ 心理健康课程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异性恋、

同性恋恐惧症和其他形式的对 LGBT 人群的歧视、偏见、孤立、边缘化和欺凌，

以及避免增加那些会延续人们对 LGBTQ 人群刻板印象的内容。正如前面在描述

LGBTQ 群体所面临的心理问题那样，他们的心理问题相对其他群体来说的确较

为严重，需要引起注意。同时，在教学内容的开发和实施上，学校还可以与经

验丰富的医疗及精神科培训项目、心理咨询师、心理机构等合作，为 LGBTQ 群

体提供心理健康及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将有助于开发高质量、全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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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员们提供他们所需的知识，以满足他们独特和多样化的需求。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上海高校“阳光计划”思想政治工作项目“上海高校学生 LGBTQ

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及教育对策”阶段成果；2019 年上海共青团课题“上海高校

性多元文化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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