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不仅是贫困生身心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高

校以人为本培养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更是合乎构

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价值追求。2012年数据

表明，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2300多万的在校生中，

贫困生人数约占到22%，特困生的比例约为10%左

右，尤其是在农村生源较多的师范农学院校贫困生

比例达到30%以上[1]。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互联网

时代的普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演变，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化，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

观念行为模式的变动，它们在增进贫困生心理健康

的同时，也产生了有害于身心发展的成分。部分高

校贫困生心理和行为扭曲现象不绝于耳，贫困生心

理健康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不可忽视的社

会问题。

一、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高校农村贫困生在心理问题与他们各自的生

活成长环境、心理发展状况以及所碰到的现实问题

有着一定的关联，而且在年级、性别、城乡地域等各

方面都有其特定的表现。

（一）不同年级心理问题的特定表现

就年级分布而言，贫困生在大一阶段主要是新

环境心理适应问题，大二阶段主要是在人与人之间

的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心理问题，在大三阶段主要是

由恋爱情感引发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在大四阶段

侧重于就业择业而产生的一些心理问题。

（二）不同性别心理问题的特定表现

高校贫困生在性别上，男生的心理问题比较广

而杂，表现为自身发展方向、能力个性再塑造、现实

环境适应、情感生活、自身认同感等各项指标上比

较突出，而女生主要集中在自身情绪调控，正常人

际交往问题，对待恋爱态度，以及部分学习上的诸

多困惑。

（三）城乡地域差异心理问题的特定表现

城乡二元体制造就二元心理结构，相比较而

言，来自城市大学生所产生的心理问题范围比较

窄，而且比例相对较少，主要是职业发展趋势、个人

自身追求，个性完善、情感等问题，而农村贫困生心

理问题多而杂，尤其是在新环境适应问题，人际正

常交往问题，自卑自闭情绪调控等问题。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部分农村贫困生的心理问题更多涉及到

她们的切身利益，又容易引发他们困惑的问题，如

不能及时疏导，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就容易扰乱

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严重的还会导致产生不可调

和的心里障碍，甚至引发违法乱纪事件，产生社会

问题。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二、高校农村大学生心理产生问题主要原因
剖析

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问题，有不少是与现实生

活受挫有密切联系，挫折所引起的不良身心反应，

是导致高校农村贫困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由延迟所引发的挫折

高校农村贫困大学生处在人生发展需要的重

要时期，无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比其他

同龄人更为强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自身物

质条件缺失，使高校农村贫困大学生无法得到一定

的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满足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矛

盾。生活中常见由于某种内在或外在的原因，使高

校贫困大学生某些自身需要得不到满足，比如同龄

人之间的物质攀比现象，个人技能展示等等。

（二）由阻挠而引发的人生挫折

阻挠挫折是导致高校农村贫困大学生产生心

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某些农村大学生的容貌、个人

素质、知识储备、能力特征、性格特点等方面存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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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缺陷，这往往导致产生某些挫折因素。比如，由

于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存在不足

而无法在各种交往场合自在自如；部分农村贫困大

学生由于自身经济方面因素，影响对大学生活品质

的追求，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自卑孤僻心理常

常在情感生活中受挫；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人

生价值观世界观存在错位，对社会产生偏见；部分

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无法适应大学环境而产生挫

折心理等等。

（三）由于自身追求动机的冲突而引发的各种挫折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交

流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但也给他们带来了

不少烦恼，这种烦恼实质上就是动机与效果的矛

盾。比如，部分贫困农村大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

既想好好读书，又想去外面兼职挣取生活费；既想

就业，又想继续升学深造；既想学好功课，但效果往

往让他们大失所望，由于学业困难而导致无法得

到国家助学补助；既想参加各种社会交往，又担心

浪费学习时间；既想恋爱又害怕失败没面子；既想

规划好自身发展方向，又无法珍惜时间。这样往

往怨天尤人，内心消极压抑，甚至自暴自弃。”此

外，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自身“资源劣势”，其就业

难度更大，具有明显的“就业弱势”[2]。

三、加强与改善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

对策
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系到千家万

户的幸福安康，关系到国家的安定稳定，人们必须

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充分调动家

庭、社会、学校、辅导员等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朋

辈力量形成合力共同面对。

（一）高校要不断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首先要在高校党政领导、教职工中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教育者的人格和

心理健康状况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

极大，通过开设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课，如

心理健康活动、必修课、选修课、各种心理讲座等

等，全面系统地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宣传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与

宣传，提高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保健意识和技术。

为了使农村贫困大学生达到最充分的健康状态，就

必须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普及医学、心理和其他有

关知识。高校要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各种配套

机构。要加强心理健康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要利用各种培训机会加强高校心理健康从业人员

的业务能力，培养一大批具备硕士、博士学位的心

理健康教育专业人员，要进一步提高农村贫困大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的科学化和实效性。

（二）学生个体也要不断增强心理抗压抗挫能力

农村贫困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努力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提高自我心理调节能

力，大学生可通过各种传媒多方面、全方位、广渠道

地了解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农村贫困大学生要积

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

干，人的心理是在社会活动交往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的，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可以使大学生充分锻炼自身

心智，丰富各种身心体验，从而促进身心健康。要

引导农村贫困大学生养成各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增

强心理抗挫能力。要大力加强自我心理调节，大学

生心理调节涵盖学会调控自身情绪，充实自身知识

结构，完善自我意识，锻炼意志品质，增进人际交

往，提高适应能力，塑造健全人格。要鼓励农村贫

困大学生在遇到各种现实问题无法自身调解的情

况下，要马上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及专业人士帮

助，“心理健康并不代表一切，但如果失去了心理健

康，那就失去了一切。”

(三)高校辅导员要充分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工作教育

的骨干力量，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当代农村贫困大学生的自我意识、竞争意

识、创新意识显著提高，面对学习、就业、情感、经济

等方面的压力时，产生了许多不同程度的心理问

题，不少农村贫困大学生因“人际关系紧张”“情感

生活匮乏”“就业门路狭窄”“集体中缺少关注”而

感到挫折，高校辅导员要立足现实，立足高校农村

贫困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要

从生活上开导、学习上指导、人际关系上疏导、行

为上矫正等，切实解决他们内心的需求，要努力为

他们提出更多更具有针对性的意见，不断提高他

们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帮助他们增强应对挫折、

解决困惑、化解各种矛盾的能力，同时也要积极协

助学校建立健全心理咨询机构并开展各项活动。

高校辅导员要充分发挥大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

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要在农村贫困大学生

中开展诚信教育，引导他们树立自尊自立自信，顽

强拼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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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fostering modern talents with specialized knowledge, which is still an undeniable truth.

However,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king

innovations still pose an difficult problem. The demerits of the traditional“individual”innovative mod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noticeable, which makes the improvement of coordinated innova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 top priority. Huainan citywide alliance, as a forum for coordinated innovation,

calls fo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s so as to achieve the maximum

total value which surpasses the values of individual constit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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