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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初探

邱亚利

(西 昌学院 (东校区 ) 旅游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1 )

【摘 要】 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是引起大学生心理疾患的重要原 因
。

对大学生心理 亚健康

状态的研究
,

在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
、

塑造健全的人格
、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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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是一个人素质构成的重要内容
,

高校

要实施素质教育
,

就必须加大对大学生心理素质培

养和训练的力度
。

北京刘海洋硫酸伤熊
、

浙江周一超

尖刀行刺人事工作人员等触 目惊心的案例表明
,

大

学生的心理状况不容乐观
。

国家教育部的抽样调查

发现 :
我国大学生的心理疾病率高达 20 2 3% ; 有近

35 %的学生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
。

心理亚健康是一种类似于身体亚健康的介于健

康与不健康之间的状态
,

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
,

然而一旦遇到异于惯常环境的事态发生而又得不到

疏导就有可能转化为心理疾患以至影响终生
。

国际

心理卫生大会明确将心理健康定义为
: “

在身体
、

智

能
、

以及情感上能保持同他人的心理不相矛盾
,

并将

个人心态发展到最佳的状态
。 ”

在现实生活中
,

我们

遗憾地发现真正能够达到标准的学生并不多
。

亚健

康状态的具体表现为 自卑
、

多疑
、

敏感
、

缺乏 自信
。

所

以我们在课堂抽问的时候总会发现有一些同学畏首

畏尾
,

讲话含混不清
,

紧张得接近失态
。

高校提倡培

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
,

过分关注心理疾患

人群
,

而对于校园中普遍存在的心理亚健康人群明

显地忽视
。

这对培养高素质大学生的教学 目标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

其实
,

任何问题都有其诱发的原因
,

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存在呢 ? 笔者认为可

以从外界因素和 自身因素两个方面来看
,

外界因素

包括社会
、

学校
、

家庭三个方面
,

个体 自身因素主要

是指个体心理品质
。

因为个性心理受先天的影响较

大
,

在此本文仅从外界因素这一角度来分析大学生

心理亚健康状态产生的原因
,

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

策
。

一
、

社会原因

(一 )
、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我们应该具备谦和
、

温顺的品性
,

这本是优良的传统
,

但在经过不实的渲

染后反而造成了许多人懦弱的性格
。

(二 )
、

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特别长的国家
,

封

建大一统思想和 自给 自足的封闭型的小农经济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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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腼腆
、

含蓄
、

矜持的
”

内向型
”

民族性格
,

这种
”

内

向型
”

性格
,

固然有其优点
,

但也造成 了对人个性心

理的压抑使人外在的张力逐渐弱化
。

(三 )
、

时代的变迁导致信仰的倾斜
。

我们所处

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
,

全球一体化的迫近
,

网络时代的盛行
,

新事物
、

新思想
、

新潮流
,

迅速涌

现
。

面对现代化社会的快节奏
、

高要求
、

大压力
,

大学

生还存在着经验
、

能力不足和心理不成熟
。

由于我国

经济体制转型而引起政治
、

文化方面变化
,

多层次的

经济形式导致文化多元性
,

也导致主体的
、

核心的价

值信仰发生了危机
,

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
、

社会法规不健全之际
,

大学生们原有的传统的
、

稳定

的价值体系受到很大的冲击
。

以往
“

书中自有黄金

屋
”

的理训 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物质化的环

境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

纷繁的世界中
,

在看到

社会上权钱交易
、

财富不正常的聚敛
、

职业道德败坏

等不正之风以及抢劫
、

凶杀
、

吸毒
、

宿娟等社会丑恶

现象后
,

他们产生了质疑并学会了思考
。

当他们的思

考无法得到答案的时候
,

一些人感到迷惘和惶恐
,

因

为他们原有的知识与信仰无法指引前进 的方向
,

他

们对身边的一切感到怀疑和不信任
,

使自己敏感而

多疑
。

(四 ) 个人高期望禁不起竞争的残酷性
。

大学

生们被称作
“
天之娇子

” ,

这长期的社会舆论导向给

大学生罩上荣耀的光环
,

带着这样的光环在平静的

象牙塔里
,

大学生们不知不觉有了
“

优质
”

意识
,

认为

青春无敌知识有价
。

但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

社

会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

毫无从业经验而又满脑子浪

漫幻想的大学生们渐渐失去了人们的青睐
,

各行各

业将 目光瞄向了有经验者或是更高学历的毕业生
,

大学生的身价越来越低
,

这样的现实使大学生群体

感到无所适从
,

许多人 的价值观受到不同程度的打

击
,

他们深深感到受到了伤害和欺骗
,

心态从此比较

沉沦
。

征
。

反之
,

则易使孩子形成粗暴
、

蛮横
、

孤僻
、

冷漠等

不 良的人格特征
。

父母的价值观念也会给孩子的成

长造成影响
,

父母心理健康
,

不抱怨
、

不轻易放弃
、

知

足常乐
,

可使孩子形成坚韧
、

豁达
、

行为有明确 目标

的性格
。

反之
,

则会使孩子形成狭隘
、

过分计较个人

得失的性格特征
,

这样的的性格在今后的日常生活

中只会让他们不快乐
、

事业难以成功
。

(二 )
、

家庭教育方式存在的问题
。

现在的大学

生很多是独生子女
,

一方面父母对他们的过多溺爱

和包办
,

使他们养成了任性
、

依赖
,

骄横的心理
,

适应

生活能力差
、

社会交际能力弱 ;另一方面
,

父母过分

望子成龙
,

使他们面对父母过高的期望产生恐慌
、

焦

虑
、

内疚的心理
,

惟恐不能达到父母要求而无颜面对

父母
。

长期这样的生活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障

碍
,

难以正确处理学习
、

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

三
、

学校原因

二
、

家庭原因

(一 )
、

父母行为方式
、

价值观念的影响
。

大学生

世界观
、

人生观的形成是以其少儿时期的思想
、

观念

为基础的
。

少儿时期
,

父母的认知不统一
,

观念行为

不一致
,

往往会使子女产生心理困惑
。

事实证明
,

父

母感情和谐
、

亲情观念重
、

家庭氛围好可使孩子形成

谦虚
、

礼貌
、

随和
、

诚恳
、

乐观
、

大方等 良好的人格特

(一 )
、

传统教育的单一模式
。

多年来高校奉行的

是专业教育的模式
,

这种模式过分注重专业技能的

教育
,

其 目标就是培养
“

专才
” 。

不可否认
,

这种教育

模式对培养大学生的专业知识
、

专业技能发挥了重

要作用
,

但也存在较严重的弊端
。

在这种教育体制

下
,

培养的大学生多是秀才
,

还称不上人才
,

因为其

专业知识虽然扎实但个性心理却不太健康
,

意志品

质脆弱
,

也只是一些高智商低情商的人即
“

高分低

能
” ,

很难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

我们提倡高校教育

改革呼唤素质教育
,

就是因为素质教育是以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

以全面提高全体学

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 目的
,

尊重学生主体和创新精

神
,

开发人的智慧和潜能
,

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

特征的教育
。

(二 )
、

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关心
、

教育的力度

不够
。

大多数高校都只把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当

作可选可不选的一门选修课来开设
,

其重视程度由

此也就可见一般
。

尽管许多高校都设有
“

心理咨询中

心
” ,

但工作开展得并不尽如人意
,

一是因为参与咨

询的教师生理
、

心理卫生方面的知识尚欠缺
,

难于对

学生的心理问题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
,

二是心理咨

询的一些手段
、

方法落后
、

陈旧
,

适应不了学生的要

求
,

以致学生一旦有了心理问题
,

也不太愿意去心理

咨询中心解决
。

三是宣传引导不力
,

致使许多学生观

念陈旧
,

认为一旦去进行心理咨询就意味着心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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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病
,

会承受周围人的异样眼光
。

四是一些高校将心

理健康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
,

认为心理问题可

以通过做思想工作加以解决
。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

大学生即使对 自身心理产生一些困惑都不能得到及

时的解决
,

从而形成亚健康状态
。

综上
,

引起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外界因素

有社会
、

家庭
、

学校三个方面
,

解决这一问题也就必

须从这三方面人手
。

首先
,

从社会方面来看
,

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全

民动员的一项系统工作
。

第一
、

转变思想观念
。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原因
,

社会对人的个性心理品质问题关注
、

认识
、

研究是不

够的
。

在世俗的眼里
,

一方面没有对心理健康作到足

够的重视
,

不能从科学的渠道去解决心理的问题 ;另

一方面
,

人们往往把心理疾患看作难言之隐
,

认为患

病的人不可理喻属于疯傻癫之列
,

致使心理亚健康

状态的人们意识不到这种状态的危害性
,

也不能调

适 自己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

这种社会现象要转变
,

关键是要转变人们的观念和意识
,

为此
,

要加大宣传

教育的力度
,

使人们认识到
,

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

是一个人
“

健康
”

不可或缺的因素
,

心理有了
“

不舒

服
”

就应该及时去就 医以求得咨询
、

疏导
,

对待有心

理疾患的人
,

社会要给予更多的尊重
、

理解
、

关爱
,

不

可歧视他们
、

嘲弄他们
。

第二
、

心理健康工作应该系统化
。

现今社会上的

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并不多
,

可有一些个人在从事类

似心理咨询的工作
,

比如癌症患者
、

吸毒者开通热线

帮助那些和自己有共同经历的人
。

这样的行为昭示

着我们的社会 已经开始关注心理问题
,

而且它的发

展趋势就是走上系统化的道路
,

实现从单位系统化

到机构系统化再到国家统筹系统化进程
。

只有系统

化地开展工作才能使心理健康工作得到普及
,

才有

可能改变我们
“
内向型

”

的民族性格成为个性奔放张

扬的具有活力的民族
。

第三
、

以良好的社会道德风 尚促进人们心理的

健康成长
。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各种不同的思想

观念
、

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在潜滋暗长
,

社会舆论应该

坚持正确的导向
,

宣扬美好屏除邪恶
,

正确引导人们

的健康成长
,

特别是青少年
。

其次
,

从家庭方面来说
,

父母对子女健康成长和

完美人格的形成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

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
,

为人父母
,

重要的是对子女的言传身

教
。

一方面
,

父母应该充分认识到心理健康对于孩子

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

要树立培养维护孩子健康心理

的意识
。

另一方面
,

父母要发挥表率功能
,

在生活中

要互谅
、

互让
、

互谦
、

互爱
,

为子女营造一个身心健康

成长的家庭氛围 ;对子女的教育要讲究科学的方式
、

方法
,

不要动辄训斥
、

打骂
,

也不要对孩子过份溺爱
,

避免对其生活包办代替过多以及对其错误言行及不

良习惯放任自流
。

尤其是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
,

现在

确实已经成为各个家庭棘手
、

头痛而又不得不去面

对的一个问题
,

应该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
。

最后
,

从学校方面来说
,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对

一个人健康心理的形成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因

此
,

心理健康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不懈
,

贯穿在各级各

类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中
,

这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

要内容
。

从高校角度来说
,

要作到以下几方面工作
:

第一
,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

把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纳人整个课程体系之中
,

作为其有机构成部分并

列入课程计划之中
,

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 目

标体系编写出教材和学习指导用书
,

使心理健康教

育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

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普及必要的心理学与心理卫生知识
,

提高大学生对

心理素质教育的认识 ; 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心理训练

与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 帮助他们认识自身心理的特

点 ; 针对不同阶段大学生易于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

预防教育及咨询工作
。

第二
,

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各学科的教学活

动之中
。

要使心理健康教育落到实处
,

必须建立一个

以提高教育心理素质为核心统筹各科教学的总纲

要
。

该纲要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线
,

使其与其他学科

课程和活动课程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协同效

应
,

从而构建一个由学科课程
、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

活动课程组成的统一的全新的课程体系
。

把心理健

康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
,

将有助于改变各科教

学的现状
,

这是带动大学生身心素质全面与和谐发

展的根本途径
。

第三
,

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
、

智育
、

劳动技术

教育
、

美育及体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

达到相互促进
,

实现功能互补
,

以取得最佳的整体效应
,

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
。

第四
,

个别教育
。

个别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的辅

助途径及重要补充
,

也是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有

效手段
。

个别教育的主要方式是进行个别心理辅导
,

可以通过建立心理咨询室或
』

合理健康中心等形式予

以具体实施
。

(下转 7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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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是普遍存在的现

实问题
,

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

降低大学生心理患病

的可能性
,

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
、

塑造健全人格
、

促进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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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搭接方 法的改进与优化

搭接方法的正确选择
,

对于接地装置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
,

它可以保证电位的正常分布
。

对于建筑而

言
,

在选用适当搭接方法后
,

将搭接技术进行合理改

进
,

对建筑物接地 目的的实现非常重要
。

通常选用的

搭接方法有卡箍 (如依附在建筑物上的接地线 )
、

高

强度螺栓搭接等方法
。

其中
,

卡箍是用得最多的
,

然

后是高强度螺栓搭接
,

但要注意
,

无论采用那种方

法
,

由于建筑物的接地多数是裸露在外面的
,

所以必

须保证其尽量不被氧化 (比如在搭接处涂上油漆和

氧化物等 )
。

而且
,

如用卡箍的办法一定要满足

AN 7 3 5或 AN 7 4 2的要求
,

如采用高强度螺栓搭接就

必须满足受力要求
。

对于特殊的建筑物
,

我们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搭

接方法对其接地进行优化组合
,

以保证最佳的接地

效果
。

比如 : 在必要时
,

可以在满足 A S T米的条件下

使用熔焊或铜焊的方法
,

在满足M I L一 S一 122 04 的

要求下使用焊接 (如接地线与接地体的连接 ) 的方

法
。

当然
,

不同的材料
,

不同的搭接方法
,

选用的搭

接材料应该有所不同
,

以保证最佳的搭接效果
。

此外
,

防腐技术的合理选用也是接地装置的一

项重要内容
。

因为金属的腐蚀可以看作一种金属精

炼的反过程
,

是金属电子的释放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

但是作为接地装置本身
,

我

们要尽量减小它的腐蚀
。

首先
,

我们可以从金属的质

量和活性程度来选择适当的材料
,

然后再选用适当

的处理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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