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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活动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大学生群体为寻求心理健康而进行的旅游活动已成为社会热点现象和强

大经济动力。本文基于国内外文献研究后发现：（1）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供给方旅游地、媒介方旅

游体验和需求方大学生群体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整体上旅游具有积极的心理健康效应；（2）不同类型的旅游地

大都能够给大学生带来积极的心理健康影响；（3）大学生自身的需求和现状差异导致了心理健康促进效果的不

同，但不会从根本上阻碍旅游活动的积极心理健康效应；（4）各种类型的旅游体验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

多方面的促进作用。旨在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旅游市场调控提供新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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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常产生休学、退学甚至是恶性事件，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高度关注[1]。《“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强调，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尤其要“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2]。其中，大学生群体作为年轻一
代，其出生与成长的时间正处于网络和信息快速发展的阶段，面临激烈的学业、就业、社会竞争，其心理
健康状态正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3]。根据《2022年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大学生群体
的抑郁风险为 21.48%，而焦虑风险高达 45.28%[4]。国外的统计数据也反映，1997 年至 2012 年出生的 Z 世
代年轻人中，有 35%的人表示接受过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治疗或治疗[5]。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很多来自学生本
身的家庭环境、社交环境和地方社会环境，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这些外部压力进行调整[6]。

旅游是一种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的活动[7]。对于承受考试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同辈压力等心理
负担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到异地旅游，重新感受生活，成为他们舒缓身心、促进心理健康的热门选择[8–10]。
目前，已有旅游地针对大学生群体推出了众多新兴旅游活动模式，如“特种兵式旅游”“网红景点打卡”，
成为旅游地树立网络形象、拓展旅游市场、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11]，也成为近年来新闻媒体的报
道热点。社会舆论对这些大学生的“特别”行为常有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其表象背后的实质，即大学生群
体的心理健康诉求常被忽视，这一现象与理论的脱节在旅游学研究中逐渐被重视[12,13]。

旅游活动如何改善旅游者心理健康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14]。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
了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不少人选择旅游释放压力，旅游的心理疗愈研究数量激增[15]。但目前研究主要
集中于旅游与游客福祉[16]、旅游疗愈效应[7]、旅游对老年人群体的治愈效果[17]，主要面向大众化的游客群
体或特定的弱势群体，较少关注旅游对年轻人群体的心理效应。当前，以大学生群体为主的年轻人正成为
旅游活动的强大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以追求心理健康为目标的旅游活动为旅游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作者简介：袁宏瑞(199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心理；

李贝贝(1985—)，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市场、旅游经济；

殷程强(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情感。

通讯作者：袁宏瑞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18]。面对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需求，年轻游客群体正是旅游产
业进行深入提升转型的“新质生产力”动力来源[19]。基于此，本文以“旅游”“大学生”“心理健康”为
关键词，梳理国内外旅游学相关研究，归纳总结其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相关旅游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数量与趋势

截至 2025年 1月 20日，通过中国知网平台（CNKI），以关键词“旅游”“心理健康”“大学生”
为组合进行检索，共获得 86份文献。在Web of Science分别以“Tourism + Mental health + College student”
“Tourism + Mental health + University student”“Tourism + Mental health + Undergraduate”进行组合搜索，
分别得到 18篇、33篇和 13篇文献。

其中，不同年份文献的发表数量统计结果如图所示（图 1）。中文检索得到的文献主要分布于 2007年
至 2018年，参考文献主要分布于 2002年至 2020年，引证文献集中于 2009年至 2024年，呈现逐渐增加的
特征。英文文献较多集中于 2017年期间和 2020年以后，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

对比国内外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对于旅游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延续性不足，呈现出
一部分集中讨论后逐渐回落的特征。国外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研究数量逐步增加。随着社会对大学生群体
旅游需求和心理健康的日益关注，旅游如何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将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趋势。

图 1 文献数量统计图

三、研究热点与进展

结合已有研究发现，旅游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众多因素，总结来看主要包含供给、需求和媒介三
个方面。第一方面为旅游地的类型，即供给部分，包含独特的环境或活动等。第二方面为游客本身的因素，
即需求部分，包含性格、心理状态和家庭背景等。第三方面为参与的方式，即媒介部分，如参与的活动、
体验的产品、同游者的差异等方面。

（一）供给方面——旅游地类型差异

1、医疗保健旅游
医疗保健旅游是典型的以追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为目的的旅游方式。这类旅游常涉及医院、疗养院等医

疗机构，具有高消费、高投资和高收益的特征。医疗保健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深度迎合了当前社会对于健
康生活的需求，尤其是具备较多健康知识、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人群体[20]。例如，以健康生活为追求的海
南温泉旅游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具有保健效果的旅游方式能够让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舒缓压力，获得心理状
态的提升[21]。广东省罗浮山的中医文化旅游，对年轻的大学生群体同样具有积极的心理状态改善效果，并
增加了重游意愿[22]。同时，旅游带来的积极感受使游客在日后的生活中仍能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高效的
行为规范[23]。当前，年轻人越来越追求养生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心理状态，而医疗保健旅游能够为年轻人
游客带来积极的身心调节作用，因此成为旅游市场中越来越开阔的旅游业态[24]。但医疗保健旅游也会因为
开展过程中的阻碍和困难对游客心理产生消极的情感影响，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作用[25]。

2、自然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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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旅游地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疗愈效果[26]。大尺度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森林公园等区域，具
有重要的心理健康效益[11]。这些大尺度的旅游地常能带来直观的感官冲击，进而影响心理状态和精神感知，
让游客感到舒适，产生促进心理健康的效果[27]。如青藏高原旅游的研究发现，广阔高原的独特风光给游客
带来了显著的精神逃离和情绪调节效果，具有积极的心理疗愈效应[28]。同时，小尺度的公园和绿地也具有
显著的心理健康促进效果。人们常用“净化心灵”来描述游客在公园游玩时的放松体验对心理健康产生的
积极效应[29]。居住空间内的小区绿化带、公园绿地等，也都是休闲活动开展的重要空间，对于日常生活中
的负面情绪也都有积极的减缓效果[30]。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校园中日常体验的绿色空间看可以视为其短
暂的旅游空间，这部分绿色景观对于提高大学生地方依恋情感、改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效益[31]。

3、人文旅游
在旅游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交互会带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些深层次的交互体验往往

更符合年轻人的心理诉求，也带来更复杂的心理恢复机制。例如游客在乡村旅游地通过自然接触、人文体
验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获得内心的宁静，产生心理恢复感[32]。乡村旅游体验伴随着开发水平的提高而增
强，乡村旅游过程中多样的消费体验、丰富的文化内容都能带来积极的身心感受[33]。旅游地居民的日常生
活氛围弥补了游客在平时工作中的心理感受缺失，带来积极的心理疗愈效益[34]。在年轻人消费的网红餐厅
中，大学生群体通过匿名留言倾诉想法、交流情感，这些充满文字记录的留言簿也成为年轻人情感发泄的
自由空间，为他们的压力舒缓和自我提升提供了难得机会，带来独特的心理恢复效果[9]。红色旅游地是最为
典型的人文旅游目的地，以井冈山为代表的红色旅游景区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具有良好的教育
功能，参与红色旅游的大学生群体能在红色文化氛围中增强心理韧性，提高主观幸福，具有明显的心理健
康提升效果[35]。

（二）需求方面——大学生群体差异

1、社会人口学差异
大学生由于自身性别、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在旅游活动的开展和心理状态的感知上具有显著差异，

对心理健康效应产生不同影响。例如性别方面，女性大学生更加注重旅游的社交功能与情感体验，如通过
分享旅游图片、参与群体活动等方式增强人际联结，从而缓解孤独感、提升幸福感[36]。而男性大学生更倾
向于探险类旅游，通过挑战自我和体力消耗来释放压力，其心理健康效益更多来自成就感和环境适应力的
提升[37]。在经济状况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可以选择高品质的旅游休闲活动，通过深度的文化体验
提升自我认同感和生活满意度[38]。而经济压力较大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游模式，在短
暂的旅游过程中获得心理放松[39]。

2、心理与人格特质差异
旅游者个人的品质也影响了旅游地的选择、体验方式和心理恢复效果[40]。例如对旅游活动具有求知需

求，希望在旅游中拓展知识、增长见识的大学生群体，渴望通过旅游活动带来的认知增长提高自身人际宽
恕与自我宽恕水平，从而获得心理压力的释放[41]。对于具有冒险倾向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在旅游中探索异
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社交和成长，能够使其建立自我认知，塑造完整人格，提升心理健康水平[36]。
同时，对于自尊感的追求也会促使部分大学生通过高频次的旅游活动体现自我优越感。但这一追求会随着
他们进入工作岗位后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旅游来获取释放工作压力的机会[42]。

3、文化与价值认知差异
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观认知的差异，使得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不同。旅游流动塑造的非惯常环

境会带来新鲜感，但也会因外地身份和地域文化差异带来不安感和危险感[43]。中国中产阶级学生在意大利
游学的研究表明，国外“游学”虽然满足了这部分学生及家长对于国际化生活方式的追求，但国外旅游过
程中交流的不便、文化的碰撞、生活的流动也给学生带来了显著的消极心理影响，产生希望与挫折、自我
欣赏与自我责备共存的矛盾心理[44]。新奇的饮食文化常会吸引大学生群体前往旅游，进行美食体验与打卡。
对于勇于尝试新餐饮文化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旅游地的饮食文化差异能提高他们的消费欲望，满足其求异
的心理体验需求，带来情感上的满足。而不愿尝试新饮食文化的大学生则表现出心理上的消极和行为上的
保守[45]。

（三）媒介方面——体验方式差异

1、旅游中科技交互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如今的大学生群体是在科技快速发展中成长的一代，新媒体、手机、网络等技术成为他们认知和感受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3

世界的重要媒介，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组成[46]。同样，这些媒介也成为大学生群体心理感知和旅游行
为之间的重要桥梁，通过这一媒介，他们不仅凭借心理感受进行旅游行为决策，也强化了旅游行为结果对
心理状态的反馈。新媒体背景下的短视频也成为了大学生群体了解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渠道，通过网络媒体
的宣传，旅游目的地可以调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带来感官上的享受，从而增加旅游意愿[47]。在特定的情
景中，依托科学技术的交互式旅游体验常带来比真实体验更好的心理恢复效果。例如疫情期间的虚拟旅游
活动可以有效降低民众焦虑，改善心情[48]。对于弱势群体而言，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元宇宙旅游给残疾人
旅游带来了更多契机，这些新兴技术帮助游客摆脱了诸多束缚，带来明显的心理健康效益[49]。但是，大学
生群体对新兴媒体的过度沉迷也会导致他们脱离现实世界、增加焦虑。尤其当部分大学生对手机完全上瘾，
沉迷于虚拟世界，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情感联系时，这种媒介反而阻碍了旅游行为的产生，甚至加大心理压
力，陷入恶性循环[50]。

2、旅游中自然交互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旅游活动中，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能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例如野外的露营、烹饪、步行等活动，

让游客与大自然深度交互，带来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体验，形成积极的心理健康效益[51]。这类自然旅游活动
不仅通过温度湿度、负氧离子、气候环境等因素给游客的身体带来积极感受，也通过优美风光、生物景观
等因素为游客带来审美的情趣和心理的调节，身心状态的共同改善营造了“天人合一”般的平衡感受，促
进了游客的心理健康，提升了生活幸福感[52]。并且，与自然接触的美好体验还具有长久的心理健康效益。
大学生的人格成长研究表明，体验自然的旅游经历往往记忆最为深刻，这些旅游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美
妙的快乐”，并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通过旅游回忆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53]。因此，在教育领域中，与
大自然接触也成为推动青年积极发展的重要途径[54]。

3、旅游中同伴交互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旅游中的同伴常伴随游前、游中和游后的完整过程，与旅游主体产生密切的交往行为和情感交互，是

旅游心理体验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旅游中的同伴可以分摊费用、保障安全、帮助决
策、交流知识、增进情感，明显改善旅游感受，带来心理状态的提升[55]。并且，在旅游活动中群体性的合
作行为也有助于情感交流，提高个人素质，带来积极的心理效应[56]。对于相伴游玩的对象，志同道合的朋
友常能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而与同事、家人的结伴旅游，其效果则是因人而异。当旅游活动较为顺利时，
家人的陪伴能带来更多的和谐时光，降低游客的心理压力[57]。但当对旅游目的地的兴趣差异较大时，家人
相伴可能带来更多的分歧，导致旅游体验下降，形成额外的心理负担[55]。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综合当前国内外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正值青春美好年华，更加追
求心理诉求的满足。为促进心理健康而产生的旅游活动，不仅成为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变革的重要动力，也
映射出丰富多彩的旅游经济现象背后当代大学生群体所面临的心理困境，对于高校教育、家庭培养和旅游
产业管理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供给方——旅游地、媒介方——旅游体验和需求方——大学生旅游
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差异都会导致心理健康效应的差异。但整体上，旅游活动是
促进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并在游后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发挥积极的心理效益。

2、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大都能够给大学生带来积极的心理健康影响。自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医疗保健旅
游逐渐成为热门选择，通过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治愈，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自然旅游地为大学生提供
了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的机会，使游客释放压力、获得放松，从而促进心理健康。人文旅游地则通过文化
交流增长见识，塑造人格，通过满足大学生心理诉求发挥心理疗愈作用。

3、大学生自身的需求和现状差异导致旅游的心理健康效应不同。性别、经济状况、人格特质、文化背
景，价值观念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4、各种类型的旅游体验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常具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其中新兴科技的合理使用能
够强化情感抒发，促进心理健康；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可以带来身心调节和心理状态提升；志同道合的旅
游伴侣也能提供更多情绪价值，促进心理疗愈。

（二）研究启示

目前，国内外研究从旅游现象着眼，对大学生群体旅游行为背后的心理健康诉求进行了初步探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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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从具体的案例中提炼普适性的理论框架以及有效的调控路径。因此，面对大学生群体新兴的旅游消费
需求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1、构建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理论框架
旅游行为研究和旅游心理研究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诉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两类研究缺

乏深度耦合。其中，旅游行为视角下的研究可以对旅游现象进行剖析，刻画其背后大学生群体不同的心理
健康状态及旅游行为。通过总结其阶段性特征，掌握大学生群体行为模式和心理健康状态的变化规律。而
旅游心理学研究中，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提供解释框架，从理论层面对大学生旅游行为进行解构，不仅有
助于发掘其产生背景和主导因素，还可以对其未来旅游行为倾向进行预测。通过将旅游行为研究和旅游心
理研究进行深度融合，可以构建完整的“旅游现象—旅游行为—心理机制—驱动因素”理论体系，塑造旅
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普适性框架。

2、探索旅游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实践路径
旅游虽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效益，但目前的研究仍未能深入探讨在实践中如何有效提升大学

生心理健康水平。一方面，在旅游产业调控中，结合理论框架剖析影响大学生旅游行为和心理健康的主要
因素，进行针对性的旅游产业调控，推动旅游企业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加完善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促进
心理健康为导向，为旅游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升级，助力旅游产业从“国民
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为“国民幸福产业”。另一方面，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改变以心理咨询为主导的
传统教育手段，鼓励政府、社会、企业、家庭以旅游为抓手，探索寓教于“游”的教育模式，让大学生在
旅游活动中改善心理状态。未来研究可将受益群体从大学生拓展至青少年、老年、儿童、弱势群体等，提
升全民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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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ments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of Tourism’s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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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urism activit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touris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pursuit of mental well-being has emerged as a notable social trend and a
substantial economic impetu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has uncovered several key findings: (1)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complex
interplay among the supply side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mediating factor (tourism experience), and the demand side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Collectively, these elements contribute to an overal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tourism; (2) Distinct categori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exert varying yet predominantly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needs and curr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result in diverse outcomes regarding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do not fundamentally
impede the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tourism activities; (4) Diverse tourism experience modalities offer
multifaceted benefits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ow tourism influences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both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itiatives targeting this
demographic and the strategic regul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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