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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此报告的⽬的在于分享⿇省华裔⼼理健康调查（2020-2021）的初步
结果。本次调查分发到多个居住于⿇省的华裔社群，以便更全⾯地反

应居住在⿇省不同年龄、语⾔熟练度、⽂化适应程度的华裔社群的经

历。⽬前的初步分析包括了326名参与者。

结果表明，华裔社群对⼼理健康服务使⽤不⾜的情况也许⽐我们想象

的更令⼈担忧。对美国⽂化的适应程度、对⼼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

对⼼理健康的态度三者之间关系复杂，且均与寻求⼼理健康服务有联

系。⽐如，即便是⼼理健康污名化程度较低的⼈群，也可能因为对⼼

理问题帮助需求较低或不愿意承认有此需求⽽避免寻求专业服务。因

此，我们需要提供更多语⾔的教育资源，以提⾼社群对⼼理健康问题

的了解，不再把⼼理问题视为“性格弱点”或“⽣活问题”，正视对⼼理健
康的谈论，并将寻求专业帮助当作⼀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希望这

些结果能帮助我们⼼理健康服务使⽤不⾜的社群，开发有针对性的⼼

理教育、⼲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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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

本次调查的⽬的是什么？

本次调查的⽬的是深⼊了解⻢萨诸塞州华裔社群成员对⼼理健康的态度和

⼼理健康服务的使⽤，以及⽂化适应和其他因素对它们的影响。

第⼀轮调查始于 2020 年夏季。我们通过电⼦邮件、简报、微信和本地双
语报刊《舢板》将调查分发给⿇省州、市和镇社团组织、教堂、⼤学学⽣

学者协会以及华⼈学校。在此之后，我们⼤约每三个⽉向同⼀批组织以及

前⼏轮的调查参与者分发了共计三份的后续调查。

本报告使⽤了基线样本，包括所有提供了有效回复的受访者（n = 326）。

关于亚裔美国⼈的⼼理健康，我们有多少了解？

根据 2019 年全美药物使⽤及健康调查（2019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约⼗分之⼀的成年亚裔美国⼈在过去⼀年中经历过
严重的⼼理困扰（SAMHSA 2020）。 然⽽，亚裔美国⼈社群对⼼理健康
服务的使⽤率仍然很低，低于⾮西班⽛裔⽩⼈约三倍（Yang et al
2019），同时也低于西班⽛裔和⾮州裔美国⼈群体两倍（Cook et al
2017）。

造成以上差异的重要因素之⼀，是对与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在亚裔美国⼈
社群中，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真实、普遍且严重地存在。其他阻碍因素包

括英⽂熟练程度（能否熟练使⽤英⽂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进⾏沟通），以及

⽂化适应⽔平（对美国/西⽅⽂化的接受适应程度）（Kramer et al.,
2002)。此外，即使选择寻求帮助，也不⼀定能获得在语⾔和⽂化上合适的
⼼理健康服务。

⼼怡HARMONIOUS



截⾄⽬前，我们发现了什么？ 3

基线样本特征

性别认知

⼥性

男性

⾮常规性别

67%

27%

2%

教育程度

8年级或以下 

9到11年级（包括12年级，但未获得相关毕业证书）

⾼中毕业/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或其他同等证书

⼤学肄业/副学⼠学位

本科学位

研究⽣、博⼠或其他专业学位

1%

2%

16%

16%

23%

21%

年龄

18岁及以下

19-25岁

26-35岁

36-45岁

46-55岁

56岁及以上

7%

40%

30%

12%

8%

3%

基线样本 (n = 326)



截⾄⽬前，我们发现了什么？ 4

基线样本特征

调查使⽤语⾔

英⽂

简体中⽂/繁体中⽂

40%

60%

基线样本 (n = 326)

成⻓背景

出⽣于美国，⼤多数时间成⻓于美国

出⽣于美国，⼤多数时间成⻓于说中⽂的国家或地区

出⽣于说中⽂的国家或地区，后移居美国

21%

5%

51%

⼼怡HARMONIOUS

与家⼈交流主要使⽤语⾔

英语

普通话/国语

⼴东话/粤语

台⼭话

福州话

台语

四川话

上海话

48%

75%

17%

6%

4%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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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前，我们发现了什么？ 5

获取关于⼼理健康帮助或建议的渠道

当参与者们被要求列举常⽤的⼼理健康资源，或遇到⼼

理问题时会向谁寻求帮助时，有超过⼀半的参与者选择

了“朋友”（54%），排名第⼆的选项是“伴
侣”（30%），接下来是“⽗⺟”（25%），“⼼理健康专业
⼈员”（21%），以及“在线⼼理健康资源”（18%）。 
有 20% 的⼈表⽰他们“从未寻求过帮助”，还有11% 的⼈
表⽰他们“不需要关于⼼理健康问题的帮助或建议”。

54%

30% 25% 21% 18% 13%
9%

朋友 其他

家庭成员

伴侣 ⼼理健康

专业⼈员

⽗⺟ 从未

寻求帮助

不需要帮助%
 参
与
者
样
本

 (n
=3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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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

家庭医⽣在线⼼理

健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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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前，我们发现了什么？ 6

⼼理健康知识 

当参与者们被要求评估⾃⼰的⼼理健康知识⽔平时，有超

过⼀半的（54%）的受访者表⽰有“中等知识⽔平”。 相⽐
之下，有 5%的参与者表⽰了“⾮常了解”，另有 5% 的参
与者表⽰“完全不了解”。

5%
19%

54%

17%

5%

完全不了解 有点了解 ⼀般了解 ⾮常了解 完全了解

%
 参
与
者
样
本

 (n
=3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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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前，我们发现了什么？ 7

⽂化适应

⽂化适应指的是⼀个⼈进⼊新环境后对其⽂化的接纳程度。在使⽤的⽂化

适应程度的量表（Suinn-Lew Asian Self 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SL-ASIA）中，1 分表⽰⽂化适应程度较低， 即“不那么美国化”，
5 分表⽰⽂化适应程度较⾼，即“很美国化”。(Leong & Chou, 1998;
Suinn et al., 1992).

本次调查参与者平均得分为2.6，表明我们的参与者对美国本⼟⽂化具有中
等⽂化适应程度。调查结果表明，对美国⽂化适应程度越⾼的与参与者报

告了更⾼的⼼理健康知识⽔平。

⼼怡HARMONIOUS

污名化

我们的问卷⾥调查了两种污名化：“公众污名”指的是对有⼼理疾病的⼈持
有负⾯看法，可以通过⼼理健康服务公众污名量表（Social Stigma for
Seeking Psychological Help；SSRPH）测量（Komiya et al.,
2000）；“⾃我污名”指的是患有⼼理疾病的个体内化对⼼理疾病的负⾯看
法，可以通过⾃我污名量表（Self-Stigma of Seeking Help Scale；
SSOSH）测量。两种污名化都会影响⼈们寻求专业帮助的意愿
（Corrigan et al., 2014）。

调查结果显⽰，更适应美国⽂化的参与者报告在社群中寻求⼼理健康服务

存在着更多的公众污名，但在在⾃我污名⽅⾯没有显著差异。另外，对⼼

理健康知识⽔平越⾼的⼈⾃我污名程度显著更低。



截⾄⽬前，我们发现了什么？ 8

对⼼理健康服务的态度

⼼理健康服务态度量表（Inven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IASMHS）测量⼈
们对⼼理问题的开放程度（PO）、求
助倾向 （HSP） 和对污名的⽆视程度
（ITS）。分项分数越⾼，分别表明参
与者对⼼理问题的开放程度越⾼，更倾

向寻求⼼理帮助，更能⽆视对⼼理健康

服务污名化影响。三项分数相加总分越

⾼，则表明对⼼理健康服务的总体态度

越积极（Mackenzie 等，2004）。

调查结果表明，对美国⽂化适应程度越

⾼，对⼼理健康问题的态度更开放，越

能识别专业帮助的必要性，但同时也更

难⽆视寻求帮助时可能带来的污名。对

⼼理健康“⾮常了解”或“完全了解”的参
与者普遍对⼼理健康服务持更积极的态

度。

⼼怡HARMO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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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美国⽂化的适应程度、对⼼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对⼼理健康的态度

三者之间关系复杂，且均能影响个⼈对⼼理健康服务的寻求。

对美国⽂化有更⾼适应程度的参与者报告了更⾼的⼼理健康知识⽔平，

同时也报告了社群中对⼼理疾病的公众污名化程度更⾼。⼼理健康知识

⽔平越⾼，对⼼理疾病的负⾯看法内化程度越低。

对美国⽂化适应程度越⾼、⼼理健康知识⽔平越⾼，则对⼼理问题的开

放程度越⾼，即更能认识到⼼理健康问题的存在以及专业帮助的需求。

对⼼理健康问题开放程度越⾼，越不会同意⽐如“⼀个性格坚强的⼈往
往能依靠⾃⼰克服⼼理问题，⽽很少需要⼼理医⽣的帮助”这样的表
述。

本项⽬报告中的结果可能不适⽤于⻢萨诸塞州全体华裔。我们将基线样

本中的⼈⼝分布与最新⻢萨诸塞州华裔居⺠⼈⼝普查数据 (U.S.
Census Bureau, 2019)进⾏了⽐较。结果显⽰，在我们的样本中，⼯
作年龄（19-35 岁）的、⾃我认定为⼥性的、完成了⾼中到⼀定程度的
⼤学教育的参与者⽐例更⾼。

本次调查在新冠疫情期间进⾏，但并没有采集疫情以及增⻓的亚裔歧视

所带来的负⾯影响的相关数据。

1.

2.

3.

4.

5.

接下来...

结果强调，在华裔社群中提升认知、理解⼼理健康问题⼗分重要。提⾼⼼

理知识⽔平，可以让⼤家在为⼼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时持更开放的态度。

我们需要共同努⼒，为我们的社群创建、分享在⽂化与语⾔上合适的资

源。希望这些结果能帮助我们⼼理健康服务使⽤不⾜的社群，开发有针对

性的⼼理教育、⼲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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