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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浅析

廖克莉

（四川教育学院 教育系，四川 成都 #!""$!）

【摘 要】本文阐述了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后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分析了贫困大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化解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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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高等教育制度改

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收费制度开始实施并不断改

革，高校的收费也日趋攀高，部分来自农村或城

市贫困家庭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压力。随

着高校的不断扩招，贫困生群体日趋扩大。虽然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资助政策和措施，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少数贫困生的学习、生活问题，但对

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由于比例大，解决难度也

大。他们面对竞争和经济贫困的心理压力，成为

产生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因此，有必要在这一

群体中深入、全面地去了解他们可能出现的心理

问题及成因，以制定相应的对策。

一 贫困学生心理问题的表现

心理问题的表现因个体的具体情况而不同，

主要表现为：

!" 自卑。它是对自我认识的一种消极的情绪

体验，表现为对自己能力评价过低，怀疑自己，

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担心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

心理状态。例如：有些同学在宿舍里，常常因满

口的家乡话，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土里土气，惹

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被认为没见过世面。因此感

到自己处处不如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经常为了

一点小事有意跟同学争执不休。由于经济窘迫，

也很少参加同学之间的聚会，就很可能又被其他

同学讥讽为 “小家子气”、 “不够潇洒”。他们

情绪低落，对前途感到渺茫，严重的意志消沉、

无所追求。

#" 焦虑。他们常常为昂贵的学杂费担忧，同

时又担心生活费用、学习用品没着落；还有的为家

庭焦虑，有的对父母有一种负疚感；还有的担心工

作难找。所有这些都使贫困生处于紧张忧虑的消极

情绪体验中。

$" 抑郁。它是一种自我封闭、内心苦闷的状

态。表现为情绪低落，做什么事情也不感兴趣，打

不起精神，更不愿意与他人交往。

%" 孤僻。由于自卑，缺乏自信心，在人际交往

中心灵闭锁，表现为孤僻、不合群。尽管他们内心

十分渴望与人交往，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为了不

在众人面前暴露弱点，不愿坦诚地与他人交往，把

自己游离于集体之外，独来独往。这样，大家不了

解他，也就不敢和他交往，结果变得越来越孤僻。

&" 依赖心理或过度自尊。有些贫困学生总认

为自己是最不幸的人，觉得社会不公平，于是认为

自己受帮助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切依赖别人。相

反，有的学生表现出过度自尊，对外界援助产生抗

拒心理。在这种心态下，一些贫困学生既不向学校

反映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也不申请特困补助，内心

总处于戒备心理状态。他们往往对学校和同学隐瞒

实情，将自己的生活需要降到极点，认为求助别人

或接受别人资助会使自己的人格受到伤害。

二 贫困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

产生上述心理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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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心理素质的影响。贫困大学生的心理

障碍大都与人格缺陷有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

人本身就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格发展缺陷，他们敏

感多疑、易受暗示、沉默寡言、自我封闭等。

#" 家庭教育的影响。由于贫困生的父母大多

文化程度较低，有的甚至是几代文盲，在学习上

无法帮助自己的子女，对子女的教育方法简单、

粗暴，很难使子女养成良好的个性品格。

$" 学 校 因 素 的 影 响 。 他 们 大 多 来 自 偏 远 地

区，文化环境和教育条件比较落后，基础知识较

薄弱，知识面较窄，学习成绩较差，因此学习压

力更大，另外，素质教育在这些学校中往往只是

一 句 空 话 ， 甚 至 由 于 农 村 生 活 的 贫 穷 ， 为 了 生

计，很多孩子实际处于边做农活边读书的境地。

因而导致学生综合素质较差，个性更加缺乏充分

发展，容易导致心理贫困。

%" 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高速发展，竞争加

剧，而处于弱势的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心

理问题。社会文化的不良因素也加剧了贫困生的

心理困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文化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演化成一种以金钱和名气为

惟一目标的 “亚文化”，人际关系变得势利和冷

漠，加剧了贫困生对金钱的渴望，更加看重物质

利益的作用，导致心理失衡。一旦别人讥笑自己

穿戴不时髦、经济不宽裕，贫困生就很容易产生

自卑感和焦虑感。

三 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对策

!" 加 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提 高 大 学 生 综 合 素

质。随着高校扩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高校部分学生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没有

清醒的认识，思想上存在模糊的认识，在心理上

就产生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在经济体制转轨阶

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激励大学生的进取精

神，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但市场经济也会带

来负面影响，如果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上的

不良思想意识，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

义 将 会 乘 虚 而 入 ， 如 果 他 们 忽 视 学 习 和 道 德 修

养，将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素质、人格培养，

他 们 不 能 正 确 地 面 对 各 种 现 实 的 问 题 ， 崇 尚 自

我、鼠目寸光，对心理造成严重的障碍。为此，

高校应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要不断优化德育工

作队伍，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在高校扩招的情况

下，及时配备、补充管理队伍，发现学生中存在的

问题，及时弥补他们在做人、做事方面存在的不

足。

#" 教育贫困生自尊、自强、自信、自立，自

觉克服自卑意识。贫困生因为经济困难带来的压力

而感到失落，缺乏自信，甚至痛苦和自卑，这是正

常的。但贫困生绝不能因此而沉沦，首先是要帮助

他们正确地看待贫困，改变他们对贫困的态度，贫

困是一柄双刃剑，确实有人在贫困中一蹶不振，一

事无成，但贫困作为人生经历过程中的一种挫折更

应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阿德勒认为 “我们当下的

困难并不意味着一生的艰辛”。同样当下的贫困也

不意味着一生的贫穷。我们在帮助贫困大学生的时

候，应该抱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 “理解”先

行。其次，要教育他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特有的

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强的毅力，善良质朴的品格以

及对自己家庭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的优势，克服

自我的不足，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学校要树立

贫困生自强不息，努力成才的典型，引导贫困生从

这些人的经历中找到自信，树立成才的奋斗目标，

让贫困生明白，不能让贫困的压力压垮了自己，扭

曲了自己。对于承受着经济困难压力的学生来说，

应该做到人穷志不短，要在艰难困苦中磨炼自己的

品格，激励自己的斗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

困难是暂时的。

$" 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加强对学生能力的

培养。高校可以通过很多具体的形式帮助贫困学生

克服各种适应困难的问题。比如针对贫困大学生的

心理状况，建立心理咨询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心

理咨询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咨询、指导和调

节。心理咨询活动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方面通过

开设心理讲座，帮助他们更新健康观念、人格观念

和素质观念，帮助他们形成对贫困的正确认识和健

康心态，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增强他们的参与意

识，自尊、自爱、自律、自重、自强不息，提高调

整情绪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个别辅导，采用情绪

疏导、认知调整和行为指导等基本辅导步骤和方

法，分析无助、困惑、自卑的原因和后果；帮助学

生直面环境和压力，进行自我意识的调整，支撑起

他们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

己，摆正自己与他人的位置，学会善待自己，宽容

别人，认识到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有欢乐，也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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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情绪体验是每个人一

生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一个人要面对人生诸多的

挑战，最重要的是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争做自己

情绪的主人。同时，高校可以通过课程调整，增

加各种技能培训的内容，使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

的同时，学会多种技能，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为贫困生减轻经济压力提供必要的帮助。

!" 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与研究工作。要对学生

心理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必须针对年级、性

别和学生来源进行分类，有意识地开展学生心理

问题研究，进行归纳、整理，采取积极、主动的

办法和措施，预防可能出现的情况，如：对新生

进 行 生 活 、 学 习 环 境 适 应 方 面 的 调 查 ； 要 关 心

二、三年级的学生在适应环境后学习和交往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对大四学生则应重点放在适应社

会、加强对未来职业适应方面的问题。要加强高校

与高校之间、系与系之间的信息交流，预防学生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交流在处理心理问题方面采取的

措施和经验。同时，还应加强问题发现的途径和处

理问题的方法的研究，并形成以心理咨询中心为核

心，系管理干部队伍为枢纽、学生骨干为信息源的

信息网络体系。

#" 树立牢固的劳动观念，鼓励和发展勤工俭

学。变无偿的困难补助为给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

务，再获取报酬。贫困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报

酬，既缓解了经济压力，又可以培养贫困生自主自

强的意识，变 “输血”为 “造血”，这是资助贫困

生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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