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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国家资助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贫困大学生的保障性资助卓有成效，但也出现了不少心理贫困的问

题，心理贫困问题主要表现在情绪、认知、意志、行为四个方面，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扶贫需要着眼
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心理发展的全过程，从建立心理健康帮扶体系、加强价值观教育、合理设置

资助项目、搭建素质提升平台入手，塑造贫困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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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funding policy system, the support for poor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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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 students has been effective,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of psychological poverty,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emotion, cognition, will and behavior.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needs to focus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establishing mental health as-
sistance system, strengthening value education, reasonably setting up funding projects, and build-
ing quality improvement platform,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is sha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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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贫困和心理扶贫问题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心理贫困指的是不利于

贫困阶层摆脱贫困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志向失灵”与“行为失灵”(胡小勇等，2019)。结合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行为特征，本文认为心理贫困指的是不利于贫困大学生摆脱贫困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主要表现为“情绪困境”、“认知困境”、“意志困境”及“行为困境”。心理扶贫指在通过物质资助

解决现实困难的基础之上，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心理发展的全过程，对贫困生的认知、情感、意

志、行为进行深层次的教育与引领，从心理层面推动贫困生健康成长和成才。 
贫困生的心理贫困与心理扶贫问题的既往研究成果总结归纳如下：一是对心理状况的研究，常用

量表有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大学生人格问卷(UPI)，调查显示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比非贫困生低

(王勇等，2015)。二是对表现及类型进行分析，贫困生的心理贫困主要表现在依赖性强、学习上的无力

和厌烦心理、人际交往的障碍和不良的自我意识四个方面(李德，2004)，主要集中在性格、人际交往和

学习三方面的问题上(鞠慧，2011)。三是对原因进行分析，造成心理贫困的因素包括个人、家庭、学校、

社会四个层面(张干，2013)，有学者则从重视程度、扶贫形式、心理扶贫机制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董晓

卉，2020)。四是从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角度出发，探讨心理扶贫的具体路径，应该将解决现实问题、

解决思想问题、解决心理问题结合起来(周明晶，2019)，从社会和学校两个角度出发提出建议，有学者

认为社会应完善贫困生的救助机制，学校也要加强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蒋海燕，徐丽君，2013)。
总之，学者们大多将心理贫困与心理问题、精神障碍等同起来使用，且所提出的心理扶贫政策也主要

以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为目标，对贫困生的心理发展全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系统的分析，对贫困

生的内生动力激发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凸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因此，本研究以心理发展全过

程为落脚点，系统梳理和概括当前贫困学生心理贫困的困境，并据此寻求对策，以期对高校资助育人

工作有所裨益。 

2. 心理贫困的表现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贫困主要表现为“情绪困境”、“认知困境”、“意志困境”及“行为困境”，

情绪困境是个体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认知困境是对现实世界存在歪曲认知，意志困境是个体产生贫困依

赖、缺乏脱贫意志，行为困境是个体容易做出不利于脱贫的行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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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情绪困境 

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有学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

大学生具有强迫、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刘阳，2014)，有学者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提出农家子弟围绕“农

村出身”产生了一系列情感体验，如边缘感、迷茫感、疏离感(程猛，2018)，总体而言，贫困大学生的负

性情绪多于正性情绪，产生原因包括在农村家庭和城市学校的穿梭中感受到的阶层差异(程猛，2018)、在

生活中面临就业难和学费贵的问题、由自卑心理和能力差导致的人际交往不如意等，除此之外，按照需

要层次理论，贫困大学生及家庭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低层次需要已经得到满足，逐渐产生了高层次

的需要，当高层次需要得不到满足也会产生负面情绪(王含，程倩春，2019)。 

2.2. 认知困境 

个体的认知模式，即对事件的信念、看法和理解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稳固下来的，心理贫困

者对“贫困”和“自我”存在错误的认知(周明晶，2019)。在看待贫困时容易犯“过度概括”的认知歪曲

错误，即认为贫困是永远存在且无法改变的、既然自己经济贫困那么其他方面也不行。同时也容易将家

庭的贫困归因于父母或者社会的不公平，出现归因偏差。在认知自我时又无法客观的认识自己，自我评

价较低，认为自己不如其他同学，产生自卑的消极自我认知，在遇到挫折时又容易归因于自己或家庭的

过失，看不到其他人的责任，出现“个人化”的认知歪曲。 

2.3. 意志困境 

脱贫意志的强弱对贫困主体的行为选择有着重大影响，随着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一系列兜底性的保

障式资助滋生了部分学生的“懒汉”心理，产生了贫困依赖，具体表现为对资助政策有依赖心理，“等、

靠、要”心理比较严重，将改变自己和家庭贫困的希望寄托于外界援助，缺乏通过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主

观能动性，产生惰性心理，并且担心失去政策支持、失去经济援助和关怀，甚至将贫困作为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贫困依赖的产生与高校资助项目类型分布不均衡有关，高校当中存在比例过大的助学金或者助学类

的奖学金，调查显示贫困生项目至少占资助资金总量的 85%以上，只要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可以申

请资助，容易在学校范围内形成“争穷不争优”的氛围，从而产生意志困境(朱阳莉，李洪锦，2020)。 

2.4. 行为困境 

贫困的成长环境造成了贫困大学生身上的某些不良行为，如回避社交情境，容易局限于眼前利益、

忽略长远利益，对未来没有目标、没有规划，缺乏脱贫知识和技能等。在追求脱贫的梦想之路上，个体

应该成为积极主动的脱贫者，但囿于贫困的成长环境形成了一种稀缺心态，把注意力聚焦于自身稀缺性

最突出的问题，同时忽视其他问题，导致大部分认知资源都集中于解决与当前生存迫切相关的经济问题

上(徐富明等，2017)。如牺牲人际交往和学习的时间去兼职赚钱，从而导致没有认知资源去考虑与未来发

展有关的问题，体现出对未来发展的迷茫感。 

3. 心理扶贫的对策 

心理扶贫是“扶贫扶志”的具体表现形式，旨在疏导消极情绪、改变不良认知、培养坚强的意志品

质、提升知识能力，在进行心理扶贫时，借鉴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技巧和方法，提升内在

心理资源，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见图 1 所示。 

3.1. 建立心理健康帮扶体系 

高校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贫困生的心理健康帮扶体系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针对贫困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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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贫困引发的抑郁、焦虑、自卑等心理困惑或心理疾病，通过常规的心理筛查、建立心理档案、重

点关注心理问题学生、咨询服务等方式方法，帮助其解决遇到的问题，使其拥有管理情绪的能力、调整

思维方式的能力，能在心灵深处建造起坚固的防护墙。二是向贫困生的心理资本领域拓展，心理资本是

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主要包括希望、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四个要素，通过发挥心理健康课程的主渠

道作用、团体辅导与咨询技术、网络宣传、积极氛围的营造等方法，使贫困学生在知识教育和实践活动

中培育自己的心理资本，促进自身的成长。 
 

 
Figure 1.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edicament, aim and countermeasures 
图 1. 心理扶贫的困境、瞄准目标及对策 

3.2. 加强价值观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价值观属于人的深层信念系统，会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价值观出现偏差会诱发心理问题的产生，因此在进行心理扶贫时，要注重引导贫困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具体而言，对贫困生进行价值观教育需要从财富观和发展观上入手，在财富观方面要引导贫困

学生正确认识金钱，金钱虽然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但却不是人生的全部，金钱是评价自己和他人的一个

参考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不能为了赚钱而荒废学业，要将精力放在学业和能力的提升上来。同时

还要加强金钱获取途径和金钱使用的教育，引导学生不要利用装可怜、撒谎的方式获得资助，摈弃不劳

而获的价值观，教育学生将资助资金用于学习和生活的必要支出上，不可挥霍浪费。在发展观上，要引

导学生将发展作为自身成长的第一要义，客观分析自己的优缺点，准确认识自己，明确自己成才的目标

和努力的方向，增加学识、提升能力、不断发展自己，同时要将自己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

个人的理想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如到基层、中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在服务家乡、回

报社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3.3. 合理设置资助项目 

目前高校的资助项目可以分为无偿资助–奖优型、有偿资助–助困型、无偿资助–助困型(朱阳莉，

李洪锦，2020)，不同的资助类型有不同的资助目标，不同的资助目标就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单纯

资助困难学生的无偿资助–助困型和资助品学兼优困难学生的无偿资助–奖优型所传递出的价值取向是

不同的，无偿资助–助困型的资助项目，如国家助学金、学费减免和临时困难补助，因为只要求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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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有可能产生贫困依赖的福利政策弊端，而无偿资助–奖优型的资助项目，如国家

励志奖学金或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则会传递出“智志双扶”的价值内涵，要切实发挥出资金的价值导向

作用，引导学生培养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因此在资金项目的设置和资金的配置上，逐步采

取以奖代补的资助形式，提高有偿资助–助困型中国家助学贷款的贷款金额标准，贷款资金除了涵盖学

费和住宿费外，也可以涵盖在校期间的生活费用，同时可适当取消无偿资助–助困型的资助项目，并提

高无偿资助–奖优型的资金预算比例，引导贫困学生关注成长的累积，强调对奋斗结果的肯定和激励，

进一步鼓励他们积极进取、不懈奋斗。设立更多种类的勤工助学岗位，并鼓励贫困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

勤工助学工作，使贫困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体验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自我的价值，从而

增强自信心，实现自强自立，改变被动接受资助的局面。 

3.4. 搭建素质提升平台 

由于贫困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资源相对缺乏，其在兴趣特长、语言表达、心理素质、专业能力

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因此要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找准育人与学生需求的“结

合点”，搭建心理支持平台，提升学生自信心水平；搭建能力提升平台，训练学生综合能力；搭建社会

实践平台，培养学生自立自强品格；搭建诚信教育平台，强化学生信用意识。使他们能在外力的帮扶下，

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真正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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