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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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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高校贫困学生数量的逐年增加, 贫困生现象也日益严重,在政府加大对贫困生经济资助的同时,也

要在重视他们心理上的贫困现象。首先在经济上要对贫困生给予帮助,同学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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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生是指由于家庭经济贫困,无力支付教育费用或支

付教育费用很困难, 因而影响身体健康和学业顺利完成的学

生。随着高校缴费上学制度的全面推行以及招生规模的逐

渐扩大和下岗职工的增加,贫困生的数量还将呈持续上升的

趋势。贫困生现象的出现, 引起了政府和学校及社会的高度

重视, 并通过各项措施,基本保证了贫困生不因贫困而辍学。

据统计, 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达到了近 30% , 特殊困

难学生的比例为 10% ~ 15% , 目前我国高校贫困弱势群体

学生已达 320余万人,占大学生总数的 1 /4 [1]。贫困生心理

是否健康决定了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能否正确形成,

如不对其进行科学分析, 找出有效解决途径, 则不能完成高

校的 /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0的使命。本文就贫

困生中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探讨, 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措施与途径。

  一、贫困生心理问题分析

11歉疚心理。贫困大学生多有相似的家庭背景, 家处

经济不发达地区, 家境贫寒,父母身体不好,有的甚至是靠兄

弟姐妹辍学或外出打工, 是在全家节衣缩食的情况下上学

的。本来已经到了自立的年龄, 应该靠自己的双手为报答父

母的养育之恩和改变家庭的困境挑起生活的重担。但为了

学费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家里索要,使贫困的家境雪上

加霜。因此, 他们自责、内疚, 心理负担逐渐加重。

21孤僻心理。贫困生往往表现为性格孤僻。这是由于

和其他同学的经济条件相比, 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一方面,

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经济方面的窘境,于是自觉地减少社会交

往和活动, 渐渐地有意疏远别人; 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同学也

由贫困生的 /不合群0, 逐渐习惯性地忽视他们的存在, 久而

久之, 造成贫困生的性格孤僻。各高校都有这样的学生, 因

家境贫寒, 和其他相对富裕的同学生活相比, 有一种莫可名

状的心理落差。

31不满心理。少数贫困生脱离社会实际和社会责任,

单纯地沉溺于对自己未来的自我设计之中。同时由于不满

现实而引起过度的焦虑、无助、偏激等不良情绪反应, 导致他

们对社会产生敌意、甚至产生厌世等不良的态度和行为。有

些看问题消极片面的贫困生,易产生对同学和社会的不满心

理。特别是来自下岗职工家庭的学生,当看到一些来自较富

裕家庭的同学, 无忧无虑,消费水平高甚至挥霍浪费, 便感到

愤愤不平, 抱怨社会分配不公。个别学生把家庭的贫寒归因

于改革和社会腐败,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走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道路持怀疑态度。

41自卑心理。自卑可以说是贫困生普遍具有的心理缺

陷。贫困生经常因家境贫困而自卑 ,而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对其的侵蚀, 又强化了贫困生对金钱的渴望, 当经济贫困影

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时, 更容易产生己不如人之感。在校园

集体生活中, 贫困大学生与其他生活富裕的学生朝夕相处,

日常生活消费的反差巨大 ,总担心别人看不起。同学间不经

意的一句玩笑或某个行为、甚至老师和同学善意的资助, 都

会深深地刺伤他们的心灵,强烈的自尊渴望与脆弱的情绪情

感相交织, 会无形中加重贫困大学生的自卑感。

51文饰心理。文饰心理就是企图掩饰自己贫困处境的

一种心态。部分贫困生对自己的寒酸外表感到羞愧, 表现在

行为上要么消极退缩, 要么做作夸张。在行为上表现出与自

己的现实条件不相符、甚至是相反的举动; 如有的在学校确

定贫困生时不申请,学校组织勤工助学不参加; 有的甚至作

出一些与自己经济状况不相称的 /豪爽0举动来 /包装自

己0,支撑表面上的 /富有 0。文饰心理及其行为, 表面上保

护了 /自尊0, 达到一种暂时的心理平衡状态, 但实际上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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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忍受着极大的心理痛苦和压力。这种自欺欺人的文饰

心理, 往往会导致他们更大的心理压力,严重的会导致违法

犯罪, 或思想崩溃。文饰行为是一种适应不良, 对学生的正

常发展十分有害。

61焦虑心理。焦虑心理通常是由于自尊心受损、自信

心丧失、失败感和愧疚感引起的忧虑、紧张、失望不安、恐惧、

焦急、羞愧等消极感受 [ 2] ,家庭经济的拮据, 学校高昂的学费

和学校的消费, 使得贫困生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他们十分珍

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大都刻苦勤奋,但始终担心学业会

因学费、生活费不能及时解决而无法继续下去。由此贫困生

产生一种着急、烦躁、忧虑的情绪, 特别是在开学初,由于交

不上学费, 担心被退学而产生恐惧心理。焦虑状态严重影响

贫困生智力活动的效率和学习成绩,必须予以克服。

71依赖心理。面对大学贫困生群体, 许多高校均采取

了相应的解困措施, 如减免学费、生活补助、缓交学费、组织

社会资助和勤工助学活动等。这些措施无疑解决了部分贫

困生的经济困难问题,体现了党和国家、社会和学校对困难

学生的关心和帮助, 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应。但是, 这

些措施不可能解决贫困生的全部经济困难问题,一些贫困生

反而由此产生了依赖心理, 完全依赖于学校, 缺乏独立自主、

主动解决困难的决心和行动,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给学

校管理带来了负面效应。由于有的困难生家长这种依赖心

理严重, 也加剧了困难生依赖心理的蔓延。

  二、克服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11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校方应广泛联合社会各界人士

创立各种教育基金奖,向学生施行无息贷款、有贷必还的贷

学金制度。认真做好贫困生的勤工助学工作,要为他们开辟

助学岗位。积极做好贫困生的临时困难补助工作。实行弹

性学分制。同时, 教师和其他同学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

爱。使贫困生切身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会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 体会到人间的真情与温暖, 从而,增强战胜困难

的信心和勇气。

21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高

校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重视贫困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和学生社团、辅

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干部的作用, 结合当前贫困学

生的思想实际, 认真分析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心理性格

特征, 以及带来的种种不同的行为表现 [3]。尤其要针对贫困

学生中存在的对社会不满、焦虑、无助、厌世、孤僻、消极、偏

激等诸多问题, 解决好他们的思想问题,使其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用先进人物事迹来激

励他们, 使他们不断提升学习动机,树立远大理想, 珍惜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 勤奋刻苦, 自强不息。鼓励他们 /穷且益

坚, 不坠青云之志0, 培养自尊、自信、自强的品格, 敢于面对

现实, 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学习, 用知识的营养来丰富自

己, 完善自己掌握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科学方

法, 形成科学的人生观、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处理好人生

路上的各种问题。

31培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在大学生中

进行消费行为引导,树立 /盲目消费、攀比消费、负债消费可

耻,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强自立光荣0的优良风气。变自

卑为自信, 把贫困当财富,变压力为动力,把主要精力投入到

学习上, 用知识充实自己, 德智体全面发展, 向世人、向社会

展现新一代大学生优良的品质和崭新的风貌。通过多种形

式, 让学生认识到,贫困只是暂时的, 仅靠国家奖、贷、补、免

远远不能解决问题,要引导贫困生走资助与自助相结合的道

路。尤其要让全体学生认识到, 勤工助学并不单纯是为了解

决经济困难, 它有助于培养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 有助于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人格的完善与发展。

41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高校应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咨

询机构, 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人员, 对确需帮助的

贫困生, 开展形式多样的咨询服务, 要主动发现学生中的问

题, 主动走到学生中间,向学生提供服务,通过各种手段提高

咨询的实效性。同时通过 /两课0教学和专题讲座, 广泛开

设心理健康教育。对个别心理疾病严重的学生,及时掌握和

分析, 给予个别心理治疗。通过教育和干预, 使他们掌握心

理调适方法, 克服心理素质方面的缺陷,提高抗干扰能力和

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自我调控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和环

境适应能力等。使他们能够养成良好的个性品质, 更好地发

挥自我潜能, 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51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圈。首先, 应针对大

学生活人际交往中的不良心理和情绪, 加以耐心引导和帮

助, 使他们以良好的心理状态去面对新的人际交往和复杂的

人际环境, 既主观认识自己, 又客观认识他人。其次, 要培养

贫困生人际交往方法和技巧,教育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学会信

任、尊重、宽容, 以诚相待,用真诚去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获得真诚的友谊。学校要经常组织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集

体活动, 让同学们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 培养积极的人

际交往心理, 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当前贫困生工作已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逐年通

过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贷款等形式加大资助力度,

学校也积极筹措资金,拓宽贫困生帮扶渠道, 采取多种方式

来加强贫困学生的帮扶、教育、引导力度。做好这项工作,不

仅有利于加强学风、校风、校纪建设 ,更有利于深化社会主义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不仅有利于学校的稳定和社会的稳

定, 更有利于塑造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使全体大学生一道

为中华民族的重大复兴和科学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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