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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查了农林院校特困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 分析了特困新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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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高校

特困生的总体数量和所占比例都呈明显上升趋势。据2001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国 560 万在校大学生中, 有贫困生

100 .5 万人, 特困生44 .9 万人 , 分别占总人数的20 % 和9 % ,

而在西部地区贫困生的比例则更高[ 1] 。以西北某农林院校

为例, 贫困生约占学生总数的44 % , 特困生约占学生总数的

10 .7 %( 学校的界定标准: 月消费不足180 元为贫困生, 月消

费不足120 元为特困生) 。贫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很

大, 特别是在适应大学生活的1 年级阶段 , 特困新生很难适

应, 他们一方面为贫困忧心忡忡, 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贫困

感到自卑、低人一等。如,2002 年金一虹调查发现 , 在被调查

的贫困大学生中,83 .24 % 表示自己存在心理困扰,33 .5 % 的

人承认存在因贫困带来的心理压力[ 2] 。因此 , 分析特困新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特困新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对于有针

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在2005 级4 830 名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

查基础上, 对从学校勤工助学中心提供的2005 级特困生的

名单中随机抽取的313 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 调

查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 。

  表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特困新生

人数∥人 比例∥%

全体新生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216  69 .01 2 888  59 .79

女   97 30 .99 1 942 40 .21
家庭所在地 大城市 9 2 .88 337 6 .98

中小城市 17 5 .43 747 15 .47
小城镇 27 8 .63 768 15 .90
农村  260 83 .07 2 960 61 .28

独生子女 是   31 10 .10 1 046 21 .66
否   281 89 .90 3 738 78 .34

1 .2  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

评系统》课题组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CC-

SMHS) 。该量表共分为12 个维度, 从躯体化、焦虑、抑郁、自

卑、社交退缩、社交攻击、偏执、强迫、依赖、冲动、性心理障

碍、精神病倾向12 个侧面反映大学生心理健康受损害的情

况。同时采用SPSSWIN10 .0 软件进行数据的管理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调查结果( 表2)  

(1) 大学特困新生的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于全体新生,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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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21 .72 % , 后者为15 .45 % 。

  表2 大学新生心理问题筛查结果

筛 查 标 准

 

特困新生

人数∥人 所占比例∥%

全体新生

人数∥人 所占比例∥%

标准一 34   10.86 324   6 .71

标准二 11 3.51 212 4 .39

标准三 23 7.35 209 4 .33

合计 68 21.72 745 15 .45

 注 : 标准一表示症状较明显 , 为具备以下3 个条件之一者 : ①抑郁因子

T 分大于或等于69 分 ; ②焦虑因子 T 分大于68 分 ; ③精神病倾向

因子 T 分大于70 分。标准二表示症状一般 , 指不在标准一中 , 但

下列题目任一题大于或等于4 分者 : ①怀疑自己有不治之症 ; ②听

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 ③感到有人在监

视自己、谈论自己 ; ④感到别人能控制自己的思想 ; ⑤感到有人要

迫害自己。标准三表示症状轻度。

  ( 2) 大学特困新生各因子的均分都高于全体新生, 且躯

体化、焦虑、抑郁、自卑、社交退缩以及性心理障碍等因子得

分与全体新生间差异显著。其中, 社交退缩的差异最为显著

( P < 0 .01) , 其次是躯体化和抑郁( P < 0 .01) , 最后是焦虑、自

卑、性心理障碍和精神病倾向( P < 0 .05) , 结果见表3 。

  表3 特困新生各因子与全体新生的比较

症状因子 特困新生 全体新生 显著性

躯体化 13 .17±3 .90 12 .46±3 .70   3 .231 * *

焦虑 17 .47±5 .29 16 .71±4 .97 2 .540 *

抑郁 16 .65±5 .68 15 .76±5 .10 2 .756 * *

自卑 16 .12±5 .25 15 .49±5 .04 2 .128 *

社交退缩 16 .96±6 .13 15 .69±5 .61 3 .669 * * *

社交攻击 14 .08±3 .72 13 .90±3 .85 0 .855

性心理障碍 12 .26±4 .31 11 .71±4 .12 2 .253 *

偏执 15 .17±4 .63 14 .89±4 .58 1 .067

强迫 18 .31±4 .88 18 .06±4 .92 0 .894

依赖 16 .83±5 .31 16 .36±4 .95 1 .557

冲动 14 .25±4 .04 14 .21±3 .97 1 .047

精神病倾向 12 .79±3 .54 12 .28±3 .35 2 .547 *

 注 : * 为 P < 0 .05 , * * 为 P < 0 .01 , * * * 为 P < 0 .001 。

2 .2 原因分析

2 .2 .1 社会原因。任何心理问题都源自社会现实, 特困新

生心理问题的形成也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客观存在的

城乡差异尤其是相应的经济差异是影响大学生心理问题的

重要社会成因。该次调查的特困生中83 .07 % 来自农村 , 长

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 其接触外界社会的机会较之城镇学

生要少得多, 其对城市化的高校环境的适应较之城镇学生困

难得多 , 加之落后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家庭对高校过高期待的

重压, 使得来自农村的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2 .2 .2 教育原因。中学时期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和心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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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是产生心理问题的重要的教育原因。在应试教育的大

旗下,学校和家长普遍重智育而轻心育, 尤其在广大农村, 对心

理健康的认识非常有限, 农村中学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几乎没

有。进入大学后, 由于学习、人际关系、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中

学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学新生普遍存在适应问题, 尤其在一个

新的环境里、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下如何正确认识自己是大学新

生适应的关键。不可否认, 在这个鼓励经济发展的社会中, 贫

穷会带给人深深的自卑。对于贫困生而言, 他们因为在经济上

存在缺陷, 就容易在这方面感到自卑, 而且很容易将这种自卑

推及到其他方面。如, 衣着不如其他同学华丽, 就不敢站上演

讲台,次数多了就认为自己的口才也比不上别人; 因为经济困

难, 学习装备不如别人高档, 就不好意思常去自习室, 时间长了

就以为自己的学习能力不如别人等。久而久之, 就愈发的不能

接受自己, 由此引发心理问题。

2 .2 .3 现实原因。高校环境压力和影响是产生心理问题的

现实原因。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挥霍攀比之风在大学中

渐盛。特困学生连正常的学费都难以支付, 更无闲钱去应付

各种社交活动, 大学里贫与富的悬殊使他们难以树立起社交

的自信心。所以尽管许多贫困生内心有交往的渴望, 但由于

现实条件的限制和自尊心的驱使, 他们越来越远离集体, 变

得越来越沉默寡言, 表现出明显的社交退缩, 整日与孤独为

伴, 严重影响了其健康成长。大学的学费越来越高, 大学生

就业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 ,

大多数特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都格外看重学习, 但其学习从

一开始就因承担了太多的压力而不堪重负, 导致其学习成绩

不理想, 而学习成绩不理想又成为诱发其他心理问题的根

源, 如挫败感、自卑感和无助感等, 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

学习的压力。同时高校有些制度和做法强化了学生的贫富

差距, 如有的大学将学生公寓分成价位不同的三六九等, 这

无疑增加了贫困生的自卑感。另外 , 目前学校普遍注重捐

款、贷款、奖助学金等物质资助 , 但对于贫困生精神上的引导

以及如何为其提供改善困境的途径做得还不够。

2 .2 .4 自身原因。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是产生心理问题的

重要的自身原因。大学生的生理一般都已发展得相当成熟 ,

但心理却并未成熟 , 心理活动的矛盾性是大学生心理发展的

典型特征。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人格特征等还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如 , 他们对人对己对事都存在很多不合理的认知 ,

容易走极端、容易受外界影响, 情绪不稳定等。特困新生作

为大学生的一部分, 面临和一般大学新生共同的心理问题 ,

然而作为大学校园内的一个弱势群体, 他们有着较其他大学

生更深的封闭性、排外性和自卑感等特点, 更难适应大学的

生活。

3  对策及建议

3 .1 通过各种途径向特困生提供经济支持 经济压力是特困

生必须面对的最直接、最现实、最急迫的压力 , 这一点也是他

们与其他大学生最大的不同。沉重的经济压力使其心情烦

躁、忧郁悲观甚至行为反常。提供经济支持是解决特困生心

理问题的基础工作。高校一方面要通过奖学金、助学金、银

行贷款、勤工助学、减免学费等各种途径帮助贫困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 另一方面要探索更人性化的资助方式( 资助方式

有时比资助金额更重要) 。资助要力求公平, 这就要求要充

分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 制定全面、客观、易于操作的评定依

据; 资助的过程要公开、透明, 但也要同时注意保护个人隐

私, 维护自尊心; 评定结束后还要注意跟踪、反馈。

3 .2 通过营造和谐的群体氛围向特困生提供人际支持 大

学生处于注重交流、注重友情的年龄, 是否身处一个良好的

群体是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尤其是特困生, 他们虽

然内心渴望交往、理解 , 但由于贫困, 在行为上却表现得敏

感、退缩、远离人群, 他们更需要集体的温暖。可从2 个方面

向特困生提供人际支持: ①加强班级、宿舍的整体建设, 创造

一个和谐、互助互谅、团结向上的班级集体。老师和同学要

给特困生更多的关注, 主动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及

时疏导其心理上的郁闷 , 让其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化解其孤

独、寂寞等不良情绪。②通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 邀请和

吸引贫困生参与。主动让特困生承担一定的社会工作 , 使其

在活动中培养能力、增强信心, 消除减少其因经济压力造成

的不良影响。

3 .3  通过开展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向特困生提供心理支

持 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在特困生入学后 , 要建立档案。

内容除包括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外, 还要包括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 对入档的学生要跟踪, 尤其是在交学费前后、评奖

( 助学) 金期间、以及发生家庭变故、人际冲突、身体患病等特

殊阶段, 要特别关注其心理状态; ②通过专题讲座、团体辅

导、个别咨询等活动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辅导 , 要真诚的向

特困生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③积极开展贫困生心理特点的研

究, 探索更有效的方法帮助贫困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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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旅游开发中 , 并形成以旅游为纽带的特色农业区, 农业生

产的转型 , 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 从根本上增加

农村居民的收入。同时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

问题 , 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促进贵州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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