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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的教育情势下，在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日益受到关注。当前在校研究生群体存在压

力感沉重、人际交往障碍、自身定位不清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应该建立系统、

完整的德育教育体系，加强专业教育，调整角色，认清自我，开展集体活动，加强上网辅导，进行就

业辅导，建立研究生党（团）支部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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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校研究生数量的日趋增多，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 2003

年的一项全国在读硕士研究生身心健康状况调查中可看到，有近 30％的硕士研究生存在这样或那

样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比在校大学生 21.68％的比例高出约 7 个百分点[1]。南方某省对四所高校在

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后发现，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 25％[2]。某高

校对一年级的硕士生进行调查发现，可能有严重心理问题应进一步分析诊断的研究生占被调查者

总人数的 10.5％；可能有某种心理问题，但不甚严重应引起一定注意的研究生占 27.7％[3]。由此

可见，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不容忽视。 

一、研究生心理现状 

为了解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本人在浙江省内几所高校的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做了一个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目前研究生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一）压力感沉重 

调查显示，有 74.6％的研究生认为自己现在有很沉重的压力感，具体压力中以就业压力、学

业压力和经济压力，居前三位，分别占 40.8％、27.8％和 13.4％。在与学生交流中还发现，就业

压力不但占首要位置，而且还对其它方面的压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研究生们对自己能否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都很关心，也很担心。

特别是直接从本科进入研究生的学生，他们一直在学校里读书，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对就业都

很迫切，但也都很担心自己到时能否找到一个比本科毕业时更好的工作，有的同学还在怀疑当初

选择考研而没有马上就业是否正确。研究生所学知识和学习方式都与本科期间有很大区别，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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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就会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另外，公开发表论文在很多高校还是毕业的硬指标，而一些学科的

学术论文发表周期较长，这些都给研究生带来很沉重的压力感。 

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当压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成为心理负担[4]。从调查中可

发现，压力感给研究生带来的影响多表现为失眠、紧迫感、焦虑、不能安心学习、开始讨厌一些

事物、不爱说话等，甚至还有学生偶尔有自杀的念头。这其中以有紧迫感、焦虑和失眠的学生居

前三位，分别占 38.4％、18.4％和 13.5％。 

（二）人际交往障碍 

研究生较本科生年长，特别是有部分学生工作后再考研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少数人甚至个

体为主，缺少群体行为和活动，生活方式也较为简单，与人沟通也不是很多。调查显示有 17.0％

的学生课后基本独自活动，和其他同学交流不多，还有 33.1％的学生靠自我调节来缓解压力，而

不是通过与别人交流来缓解压力，这种缓解压力方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研究生的思想认识问题，不少研究生认为花时间培养交

往能力，不如把时间用来读几篇论文，不如呆在实验室，不如上网查资料等；另一方面是研究生

的性格问题，个别研究生性格比较孤僻、言行比较偏激或脾气比较暴躁，对来自外界的刺激不管

大小都可能产生过激的反应，不但处理不好一般的人际关系，就连师兄弟的关系都处理不好[5]。

调查显示，研究生自认为自己人缘好、受欢迎的仅有 33.8％，在求助于心理咨询的研究生中，人

际关系问题大约占 30％[2]。 

（三）自我定位不清，陷入心理困境 

部分研究生，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对自己的角色没有清晰的认识，新的角色定位没有随新环境

而转变过来，导致学习和生活中出现不适应，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1．轻松型 

考研期间学习的十分辛苦，有种被压抑的感觉。考上研究生后，一些学生认为目标达到了就

万事大吉了，应该放松一下了。于是，上课去应付一下，课后上网、游玩、运动，花在学习上的

时间相对减少，这种思想在一年级学生，特别是男生中尤为明显。 

2．高傲型 

这类学生对自己的定位过高，做事、看问题都高高在上。不能很好和其他人交流，对学校一

些环境、管理制度也意见多多，看问题偏激，就业定位较高，不能正确评价自己。 

3．失落型 

进入研究生学习后如果没有给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学习就缺乏动力，精神上出现真空。

再加上研究生课程安排一般较为宽松，硬性作业不是很多，相对于原先紧张的复习气氛和条理清

晰的学习内容，研究生学习显得缺乏系统性和有效性，容易产生比较强烈的漂移感和空虚感[6]。

部分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认识不清，学习目的性不强，对就业缺乏信心，陷入心理困境。这些

都会导致学生学习厌倦，情绪低落，自信心不足，意志消沉，并感到前途无望，在学校中得过且

过，熬年头，混文凭，既为完不成学习和科研任务而感到烦躁不安，又对个人的经济、婚恋等问

题感到忧心忡忡[5]，甚至有学生因此而沉迷于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影响了学习和生活。调查显示，

研究生中感到“目前生活空虚、无聊”、“感觉没什么意思”的共占调查总人数的 46.3％，觉得“周

围学习气氛比较浓或还可以”的仅占 48.3％。“如果还让你重新选择，不会再选择考研或考本专

业”的学生占 32.7％。这说明，目前部分研究生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他们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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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自信，这其中以没有工作经历的学生居多。 

（四）入学动机和学术态度不端正 

在对研究生报考动机的调查中发现，报考研究生是纯粹为了文凭或家长的共占 17.5％。这些

研究生的思想中，潜伏着一些不积极因素，这将在学习和生活中陆续体现出来。另外，目前研究

生在对待学术态度方面也存在一些消极现象。调查显示，对于“研究生论文抄袭现象”表示理解

的占 83.4％，对于“如果发现身边同学有论文抄袭现象的不支持但会选择默认”的为 69.0％，更

有 5.6％的学生表示支持，并表示如有可能自己也会这么做。由此可见，研究生在学术道德意识

方面还是比较淡薄的，甚至部分学生有阴暗心理。 

二、对策研究 

（一）建立系统、完整的德育教育体系 

现在多数高校的研究生由各学院（系）管理，而各院（系）中负责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

重心一般都在本科生，多数院（系）没有专职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由任课教师或其它

行政人员兼职担任研究生思想政治辅导员，由于缺乏监督机制或指导体系，这种管理方式还有待

完善。如调查显示，学生有压力或思想问题的时候主动找辅导员的仅占 0.4％。 

因此，各个管理部门要重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建立一支从研究生管理部门、院（系）

书记、研究生导师到研究生专（兼）职辅导员的德育工作队伍。研究生处（院）和各学院（系）

应有专门的研究生德育工作人员，完善的研究生管理体制，并能根据研究生的特点，提出一些区

别于本科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思路。 

另外，一些研究生导师对国家、学校或院（系）的政策持不同看法，并把这些不满传染给学

生。因此，各院（系）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提高导师们的思想认识，并由导师辐射到学生那里，

也可以向导师传授一些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辅导技巧。对于研究生的专兼职辅导员要给予

指导和监督，如定期考核，包括上层考核和学生对其考核，将考核与职称、酬劳等挂钩。同时，

研究生管理部门也要定期召开辅导员会议，除了听取他们工作汇报外，还可以发一些学习材料，

对他们进行一些思想教育、工作技巧等方面的辅导。 

（二）加强专业教育 

从前面分析可看出，专业认清与否对研究生的学习和心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研究生在

报考前是自己选择专业，但多数学生对该专业具体要学些什么课程，有什么用，今后去向都不是

很清楚，况且好多专业下面还分几个方向，所以要加强对研究生的专业教育。如在研究生一入学，

各二级院（系）就要认真组织师生对新生进行专业教育，让学生认识到所学专业的主要内容、学

科特点、重要性、用途、就业方向等。让学生对自己所学的学科有个基本的认识，对毕业后自身

的角色和社会定位有个初步的概念，不至于在今后学习中对所学课程感到迷惘，意志消沉。 

从调查来看，目前除一些专业性强的院校（如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校）这方面工作做的还可以

外，一些综合性院校在研究生的专业教育工作方面还有待提高。 

（三）调整角色，认清自我 

导致角色失衡的研究生多数是从本科直接进入研究生的学生，他们年龄偏小，面对新的环境、

碰到新的问题（如理想和现实出现落差）不能很好的调整心理，调整学习方法，学习中依然存在

较强的依赖情结等。针对这些因素，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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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管理部门要多组织全校性的思想、心理、形势、就业等方面的讲座。同时督促各

院（系）做好学生的心理引导，帮助研究生的角色转换。 

2．各院（系）除了组织研究生进行相关讲座、看录像外，还要加强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

设，各辅导员、班主任能深入学生生活中。另外，各导师除了学业上指导外还要对学生在思想、

心理上给予及时发现、引导。 

（四）开展集体活动 

心理问题宜导不宜堵，如果学生性格外向，与人交往较多，这种人不太会有心理问题。因此，

无论研究生管理部门还是各学院都有必要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学生也有这方面需求。调查显示，

有 78.9％的学生支持学校或学院组织集体活动。这既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又可以增加师生

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可以减少学生的自闭心理，适当开展一些竞赛类项目还可以增强学

生的集体荣誉感和集体的凝聚力。 

（五）加强上网辅导 

现在各高校给研究生配备的硬件条件都不错，都有便利的上网条件，上网也是研究生学习科

研所必需的。但过渡的沉迷于网络的虚拟空间则可能会给学生造成以下不良影响： 

1．影响个性发展 

学生在网络中可以扮演不同角色，多重角色间的矛盾冲突，虚假身份与现实身份的矛盾冲突，

都容易引发学生的角色认同障碍，导致人格异常。 

2．诱发不良爱好 

网络中资源十分丰富，但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反动言论、色情内容、极端案例等不良内容，如

果学生自制力不强很容易引发不良爱好，影响他们的学生和生活。 

3．人际交往障碍 

学生沉迷于网络，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浏览网页或游戏中，久而久之，对周围的同学和事

物会逐渐冷淡，容易导致人际交往出现障碍。 

所以我们应重视学生的上网问题，除了要加强网络上的监督外，还要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形

式给予学生文明上网的引导。 

（六）对研究生进行就业辅导 

现在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有必要对研究生进行就业辅导，让学生做好自身定位，找到切合

实际的工作。大部分研究生考研就希望有个好工作，但也许等他毕业后所能找到的工作，在他们

看来还没有考研前的好，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学生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工作，让他们

认识到，影响学生找工作的因素有很多，并不是说考上研究生就高人一等，就一定要比本科生找

的工作要好。但是，我们应让学生认识到，高的学历和广博的知识将会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而且，行业没有好坏之分，现在的人才机制下，闪光的金子是不会被埋没的。因此，对研

究生进行就业方面的指导，是十分必要的，让学生在思想上对就业有个正确的认识。 

（七）建立研究生党（团）支部，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在有条件的学院中建立研究生党支部，发挥党员在学生中的堡垒作用，让党员定期开展组织

生活，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挥带头作用，把一些思想辐射到全体研究生中。并能随时关注周围同学

的心理变化，及时向有关人员汇报或交流情况，确保大家的心理健康、思想上进。人的本性是习

惯被安慰和关心的，对学生而言，如果能在心理困扰之时得到学校和老师的关心和鼓励，会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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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得到巨大的精神支持。 

三、结束语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祖国的昌盛，关注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为社

会输送合格的人才是研究生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随着研究生群体的不断扩大，关注研究生

教育的人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将会探索出适合自己本校的研究生管理体制，提高研究生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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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pay close attention to postgraduates’ psychology nowadays. This paper 

finds some problems, such as heavy pressure, difficult to get along with others and mixed-up orientation in 

postgraduates’ psycholog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tactic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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