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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

张 小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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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实施和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大，高校中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不断
增加，贫困生已成为大学校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问题也逐渐凸显并引起国家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经济困难，
贫困大学生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网络的发展又给错综复杂的高
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关注和研究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也需要新的相适应的措施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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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贫困生数量的增加，80、90 后学生的个性追求，
使得这个特殊群体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同时由于网络的广
泛应用，高校贫困生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我，同时也
面临更多的诱惑，互联网的“杠杆”作用使贫困生心理健康
问题不断放大，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这个群体的心理
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 加强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 一) 是促进贫困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据调查，76. 3%

的贫困生认为贫困对学习有较大影响，54． 3%的贫困生沉郁
压抑，32． 4%的贫困生觉得羞愧难当，经济、学业、交际和就
业等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们的精神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复杂，甚至还有近 30%的贫困生因为各
种压力，导致他们厌学，迷上了网络中的虚拟世界。针对贫
困生的思想、心理问题，高校应利用网络等途径加强对贫困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关注他们的心理状况，给他们以人文关
怀，促使贫困大学生健康成长。

( 二) 是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的需要。构建和谐校园是一
个不断化解校园矛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促使校园从不和谐
走向和谐因素转化的持续过程。高校贫困生问题越来越被
高校和社会所关注，类似马加爵事件、弑师悲剧等一些由于
家庭贫困而产生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就在我们身边，这些不
和谐的音符无疑为当前和谐校园的建设敲响了警钟［1］。贫
困生作为高校中的一个群体，我们应该多关注他们的思想心
理问题，化解校园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推进校园和谐，促使
高校稳定和谐发展。

( 三) 是实现教育根本目标的需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
全面和谐发展的一代新人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是大学教育

的出发点和归宿。学生的发展包括全体学生的成才。高校
的扩招以及各种贫困资助政策的出现，使得家庭贫困的学生
也多了求学的机会，而加强对贫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充分关怀、理解和帮助每一位贫困大学生，有利于实现教育
的根本目标，也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 四) 实现教育公平的需要。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
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关注贫困生的生存状况为基础，坚持以教
育为先导，以育人为目标，鼓励贫困生正确认识和对待贫困，

确立贫困生自我面对人生的勇气和信念，培养其良好的心理
素质，全面提高贫困生的能力，使每一位贫困生不单学有所
成，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从根本上帮助贫困生真正脱贫。

二 高校贫困生主要存在的心理问题

( 一) 自豪和自卑的内心冲突。能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在
家乡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他们心里充满自豪。但进人大学
后，同学来自不同地区，面对同一起跑线上的同学，他们不再
有以往的中心位置，同时家庭的贫困使他们缺乏稳定的经济
来源，他们常常陷入窘迫的处境。有的因为衣着寒酸、土气
而自卑，有的因为无法支付流行的生活方式费用而自卑，有
的因为缺乏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特长而自卑，还有的因为
社会接触面窄、社会见识不多而自卑。看见其他同学天南地
北的侃侃而谈，或者经常去外面“潇洒”，或者他人更加吸引
异性喜欢等的状况，无形中给他们造成压力，对自己的认识
和评价发生动摇，甚至怀疑自己不如别人，导致自卑心理的
产生，思想价值观改变。同时由于他们自尊心特别强，特别
渴望得到尊重，想方设法改变贫困的命运，希望出人头地，过
度的自尊使他们对外界的评价相当敏感，时常从别人的言谈
中判断别人是否尊重自己，宁愿挨饿受冻也不愿接受学校和



他人的资助［2］。
( 二) 渴望交往与内心孤独的矛盾。处于青年初期的大

学生，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渴望与人交往，希望了解他人的
内心世界，希望被同学、老师、领导、社会接受的愿望也日益
强烈。有许多贫困生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哪怕别人一句不经
意的玩笑也可能让他们敏感地认为是在小看自己。为了维
护自尊，他们往往出现自我封闭的心理疾病，在与他人交往
中出现心理障碍，他们担心别人瞧不起或者“丢面子”，使他
们在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对自己的言行谨小慎微，否定他
人的同时也孤立自己。

( 三)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部分贫困生因为自卑心理不
愿意与他人交往，便把学习作为大学生活的全部内容，希望
通过学习来改变现实，实现自我满足和他人认可的心理需
求。通过这种方式，有的贫困生可能成为班里佼佼者，甚至
通过努力对自己有了正确评价，也得到了他人的认可。但有
许多贫困同学把理想押在学科成绩上，对分数看得太重，导
致压力太大，学习效果不理想，出现学习障碍。当考试失败
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会使他们更加自卑，形成恶性循环。

( 四) 好强心与内心需要的冲突。贫困生大多比较刻
苦，有不服输的好品质，他们的生活和年龄又决定他们对经
济、情感有强烈的需求，但过分的好强使得他们内心的需要
得不到满足，容易遭受挫折打击。如有的贫困生不愿接受别
人帮助，不愿意每年评选助学金等，把这些资助视为“施
舍”，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帮助，独自承受贫困的经济
和情感压力。有的贫困生自己挣学费、生活费，又不能好好
地把握“度”，以致严重影响了学习和身体，导致学习、工作
都得不到全面的发展［3］。

以上问题困扰着高校贫困生，给当今高校和大学生都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也给当前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
新的课题。

三 加强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 一) 通过网络加强贫困生之间的相互联系，坚持“以生
为本”

贫困生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和生活、学习上的困惑而变得
消极、孤僻、自卑，我们应以真挚的态度，通过真心诚意地、实
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来化解他们内心的矛盾
和困惑，消除他们的种种疑虑，让他们觉得自己与其他同学
是平等的、周围的师生是友爱的［4］。同时，贫困生与贫困生
之间作为“同类人”，他们心理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他们更能
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低门槛
和高聚集的特征，将贫困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网络上形
成一个虚拟的“贫困生集体家园”，为他们相互倾吐和聆听
提供机会。这样才能赢得贫困生之间的团结，才能赢得他们
对我们的信任，才能激发他们上进的愿望和信心。

( 二) 解决心理问题与实际的经济问题相结合
解决经济困难问题:首先，要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同

大学生诚信档案建设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降低银行
贷款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为贫困生的贷款提供技术上的便
利和支持，同时要调动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以确保每一个贫
困大学生都能通过助学贷款来顺利完成学业; 其次，是将对
大学生的经济助困与精神助困相结合。高校要建立专门的
勤工助学网站为贫困大学生免费提供各种勤工助学岗位信
息，通过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贫困大学生坦
然面对困难、正视困难、在困难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品质，树立
在逆境中立志成才的奋斗目标。

( 三) 加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促进贫困生的人格健康
发展

建立专门的大学生网络心理咨询机构，同时开辟多种渠
道、各种载体全面加强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如借助 E-
mail、QQ/MSN、QQ 群、博客、短信、专业网站等网络技术手
段，加强大学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5］。通过开设网络心理
健康课程、开展网络心理咨询、利用校园网等工具开展与贫
困生的心理沟通与教育引导、开辟网络心理咨询室、开展网
上心理知识讲座、心理案例讨论等。一方面让我们及时了解
和掌握在校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对存在心理危机倾向和处于
心理危机状态的高危个体进行跟踪关注，并及时有效地进行
危机干预。另一方面让贫困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缓解
压力、疏通自卑、焦虑、厌世等不良情绪的自我调节方法，增
强贫困生自我心理健康维护的能力，以互联网为载体，构建
洁净的网上精神家园。

总之，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对贫困生进行扶持帮助，探索和
运用各种有效方式对其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努力克服和纠正
心理问题，正确对待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帮助，树立正确的思
想道德观念，用乐观积极健康心态去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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