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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晖 鲜浩 兰州理工大学学生处

关于建立贫困生心理健康互助策略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实施，使一部分贫困生产生了一系列心理适应障碍。本文通过对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描述，结合目前校园心理
健康现状，提出贫困生心理健康互助实施的必要性和在此基础上建立心理健康互助模式的设想。

贫困生 心理健康 互助策略

兰州理工大学高教所高教研究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gjy200816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高 等 教 育 领 域 开 始 实 施 成 本 分 担 的 收 费 政
策，部分贫困生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出现一系
列适应障碍。这一群体给人留下的大体印象
是：默默不语、不苟谈笑、埋头走路、回避
社交、自卑敏感、貌不出众、学业中下、无
所特长。据资料统计，贫困生因心理障碍休
学、退学的比例逐年上升，占大学生休学、
退学总数的30%。[1] 2004年3月云南大学学
生马加爵杀人事件，更将贫困生的心理问题
凸显在社会面前。

贫困生“脱贫”的第一步是经济脱贫。
国家教育部2007年第12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开始新资助政策体系，随着新的资助政策体
系全部落实到位，每年国家用于助学的财政
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
500亿元。[2]加上学校各类社会资助、校级奖
学金以及助学贷款，基本上已经保证了每一
位经济困难学生的都有上学的经济保障，但
在经济保障的前提下，对于贫困生的“精神
贫困”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贫困生的心理特点
贫困生是校园一个特殊群体，同质性水

平较高，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卑心理。自卑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不

满、否定的情感体验。
2．自我封闭心理。当自身能力与外界需

求相冲突时，心理失去平衡，容易产生否定
自我的倾向，心理上自我封闭，行动上避免
与别人接触，这种自我封闭使自己渐渐脱离
了集体，切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影响了全面
发展，加深了自卑。

3．冷漠、攻击心理。贫困生可能会因为
自己学业不精、人际关系紧张，把攻击方向
转向自身，产生深深的自责、自伤行为；还
可能迁怒他人，通过伤害他人来发泄心中的
不快。

4．敏感、多疑心理。一部分贫困生因为
家庭经济的原因，往往比较敏感，自尊心比
一般学生强。

5．焦虑、抑郁心理。由于在经济上、情
感上与家庭紧密相联，家中不时传来的困难
或突然的变故，都会给他们带来情感上的冲
击而为之焦虑。有些基础较差或来自边远山
区的贫困生，虽然读书十分勤奋，但考试成
绩却不很理想，他们会深感对不起家长、老
师。

6．依赖心理。少数贫困生既缺乏克服困
难 的 勇 气 ， 抱 着 上 了 大 学 就 该 有 人 管 的 心
态，甚至把“贫困”作为资本，四处伸手，

而且把得到的钱用在与自己经济条件不相称
的消费上。[3]

（二）高校贫困生心理产生问题的原因
分析

1．经济压力。一般来说，贫困生的经济
条件差，生活压力大，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和
诱惑与一般学生相同，但却不具备后者的经
济条件。因此，他们会对现实自我感到不满
意，总想尝试改变自己，使自己能够适应大
学生活，但这种努力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问，
而且不一定成功。一旦尝试改变自己的努力
遭遇挫折，或因勤工助学而影响了自己的学
业成绩，那么他们的自尊心就会遭遇重创，
觉得愧对父母，心理上产生内疚感、无助感
和失落感。这种消极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缓
解和释放，就会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
影响，甚至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学业压力。贫困生尽管生活贫困，但
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进入高校以后由
于对大学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不适应，他
们原有自尊和自信及佼佼者的地位已荡然无
存。大多数贫困生为了证明自己仍然优秀，
为了不辜负父母、老师、亲朋期望，往往坚
持“三点一线”的大学生活，单调的生活方
式，紧张的学习压力，加上复杂的人际关系
和不甘示弱的心理压力，导致他们心理上的
烦躁、抑郁、失落和焦虑，甚至出现“考期
应激”心理。

3．人际交往压力。大多数的贫困生都不
能很好地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甚至出现严
重的人际交往障碍，他们对同学和集体缺乏
认同感和归属感，经常感到孤独。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方面：1）一部分性格内向，不善于
与人沟通和交流；2）一部分自卑心理重，缺
乏自信；3）经济拮据限制了贫困生参与校园
文化活动的范围，客观上强化了他们自我封
闭的性格；4）一部分不能正确对待经济困难
者，为了追求所谓的平等，拒绝一切经济资
助，用扭曲的自尊来掩饰因贫穷而带来的自
卑心理，强烈的自尊导致他们过于敏感，进
而影响人际关系的和谐；5）一部分因个性原
因导致敏感、多疑、沉默寡言、自我封闭、
痛苦孤独者；6）一部分持逆反心理者，常用
不平衡的心理面对一切，在交往中不能善待
自己，包容别人；7）经济上有依赖心理者，
甚至为满足不合理的需求，不惜编造各种理
由向贫困的家长伸手要钱，或在师生中到处
借钱消费丧失信用，进而人际交往。

4．就业压力。贫困生经济上没有优势，
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
加上许多贫困生在校期间，因忙于挣钱解决
温饱，学业成绩不够优秀，学校的许多奖励

与他们无缘。特别是看到平时学习较差且素
质不高的学生，因有过硬关系而联系到大学
生向往的理想单位，他们心里不平衡，进而
对社会产生不满。一部分自我调节能力不足
的贫困生甚至把家庭地位低下，自身条件不
足看成是社会不公造成的，错误地认为素质
高不如关系硬，没后台学习再好素质再高也
枉然。这种消极的择业心理导致他们在择业
时缺乏自信。[4]

要使大学生脱贫，引导学生心理脱贫是
关键。“心理脱贫”是要加强贫困生思想教
育和心理辅导，引导贫困生正确对待贫困，
自 强 不 息 ， 奋 发 向 上 。 贫 困 生 的 “ 心 理 脱
贫”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局限
虽然各个高校都设有心理咨询或心理健

康中心，但是毕竟专职教师的数量、精力有
限，也受咨询时间和咨询场地的局限，很难
及时为学生提供支持。能够针对贫困生心理
健康的咨询就更少了。

此外，因为一些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下
设在团委、学生处等行政机构以下，且分工
不明确，从事心理咨询的老师有时候还需要
从事部门里的其他工作，很难有足够的精力
投入到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工作中。

（二）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识、接纳程
度有限。很多学生还不愿意就一般心理问题
寻求专业指导。特别是一些贫困生的内心较
封闭，不愿意到咨询室接受咨询师的心理辅
导。而对于与他们有过相似经历的同学他们
更容易开放自己。

（一）理论基础
1．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人本主义心理

学家强调人的自我反省能力，同时认为人不
能脱离与他人的联系，成为一个“孤立的个
人 ” 。 心 理 互 助 过 程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体 现 着
“以人为本”、“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现
着对人的关爱。这种关爱相信个体中蕴涵着
实现自身价值的强大推动力，使人有能力发
现 自 我 发 展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有 能 力 调 整 自
己。

2． 亲 社 会 行 为 理 论 。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Staubus（ 斯托布） 认为，个体在社会化的
过程中受外界影响会逐渐发展起一系列价值
取向，特别是亲社会行为的价值取向。这种
取 向 体 现 三 种 动 机 源 ： 一 是 利 他 行 为 动 机
源；二是以道德取向为特征的动机源；第三
种动机源是移情。个体成熟的认知角色承担

一、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二、校园心理健康中心的现状

三、贫困生心理健康互助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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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情绪移情能力使人更有可能理解他人
的需要，并对他人的需要做出反应。巴特森
等人提出的“移情利他模式”认为，当个体
能够设身处地地以他人的立场去体会当事人
的需要和痛苦时，他就将产生将心比心的助
人行为。[5]

3．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是本世
纪60 年代兴起的一种理论，强调榜样的重要
性。Bandura（班杜拉）认为，人的行为特别
是人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后天习得的，有两种
不同的过程：一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行为
反应模式之过程；另一种是通过观察示范者
的行为而习得行为的过程。被观察的对象称
为榜样，观察主体称为观察者，榜样通过观
察者的观察活动而影响观察者的过程，称为
示范作用。贫困生心理互助团队的大学生在
心理互助方面是其他贫困生的榜样，由于与
其他大学生有着年龄、教育程度、生活背景
等 相 似 或 相 同 的 特 点 ， 榜 样 的 吸 引 力 比 较
大，大学生容易产生认同感和注意学习的心
理倾向，使心理互助成为现实，和谐氛围得
以营造。

（二）现实依据
1．心理互助符合大学生心理求助意向。

有学者对大学生心理求助行为研究得出的结
论是：大学生在试图解决心理问题时，倾向
于先求己，后求人；而在必须寻求外界帮助
时，首先倾向于求助朋友或家人，只有当问
题诉诸情绪障碍并且较为严重时，才会向专
业咨询求助。[6]

2．心理互助符合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
一方面，大学生自我意识逐步走向成熟，抽
象思维迅速发展，他们能根据自己的知识与
经历对人生和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这说明大
学生已具有一定的心理自助和助人的能力基

础。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具有不同
的层次：从一般的适应问题到严重的心理障
碍以至精神疾病都可能存在；但大部分问题
属于一般性心理问题，可由学生之间通过心
理自助和互助得到解决；稍复杂一些的可经
由一定业务培训的学生心理互助员通过心理
互助加以解决。[7]

3．根据贫困生心理的特点，如自卑、敏
感等心理，遇到心理问题很多学生没用勇气
走进心理咨询室向专业咨询师求助，对家庭
经济状况好于自己的学生也难于启齿。而对
于有着相似经历的其他贫困生则更容易开放
自己，说出内心真实的压力，引起共鸣。

4．心理互助本身也是一种“助人自助”
的活动，“助人”是手段，让学生“自助”
才是目的。[8]培养贫困生的“自助”能力是
贫困生越能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发展自身，是
他们在助人的过程中，主体意识得到强化，
在助人中提高自助能力，促进自我的成长和
发展。

（一）机构设立

由校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定期对贫困生
互助团队的学生进行培训和心理督导；由贫
困生互助团队的学生定期或不定期为贫困生
提供心理辅导。

（二）采取形式多样
对于贫困生互助团队来说，基本上所有

行之有效的咨询方式都可以采取，例如：团
体 咨 询 、 个 体 咨 询 、 短 期 咨 询 、 危 机 咨 询
等 。 也 可 以 采 取 一 些 有 学 生 特 色 的 主 题 活
动，如学习经验交流会、生涯规划、就业指
导等方面。

四、校园贫困生互助团体的建立模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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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EA法相比，SFA法需要事先确定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函数关系，在复杂经济
系统中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

指 标 体 系 法 存 在 着 指 标 权 重 的 赋 值 问
题，存在人为因素，计算权重的方法有因子
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密
切值法和灰色关联法等，最常用的是因子分
析法。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
评价指标，发现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关的技
术 创 新 因 素 可 以 分 别 从 投 入 能 力 、 实 施 能
力、产出能力和管理能力四个方面来表达，
构成一个指标体系。目前学者对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指标体系的研究更多的是理论上建立
一套完备的体系，指标体系过于繁杂，包括
定量定性两种指标，设置时并没有考虑数据
的收集难度，因此很难在实际中应用。其中
创新管理能力的各个评价指标目前还没有可
供操作的数据。

相关分析法更适合研究创新投入与产出
的关系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利用多种方法结合
的 方 式 进 行 创 新 绩 效 的 比 较 分 析 。 俞 立 平
（2007）利用DEA和指标体系法相结合的方
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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