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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verished college students are a special group in college. Their psychology and ideology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e them,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
quirement to reflect the “people-oriented” and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s the guid-
ing spirit and working characteristic of our coun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From the main difficul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his article dis-
cusses the inducement and then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adjust th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
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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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贫困生是高校学生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心理和思想具有自身的独特特点。把握其特点，

做好引导教育工作，是具体体现“以人为本”，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体现我国新形势

下高等教育的指导精神和工作特色，应该对此特别关注。本文从大学生心理健康面临的主要困境出发，

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存在困境的诱因，进而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调适提供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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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贫困生是大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一般指经

济上特别困难，无法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生活水平，

无力缴纳学费及购置必要的学习用品，不能维持正常

学业的在校学生。有关材料显示，高校贫困生约占在

校大学生的 20%。据笔者所在的学校看，边远地区的

贫困生可能会占到在校大学生的 30%。由于经济、学

习、情感、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压力，贫困生相对于非

贫困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所以，在对贫困生进 

行各种经济资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贫困生的心理问

题。 

2. 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存在的主要困境 

通过对部分高校的贫困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走访，

发现部分学生心理上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2.1. 贫困学生的自卑情结 

部分学生存在自卑和焦虑情绪。自卑是一个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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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一种消极的情绪体现，是对自己的不满、鄙

视等否定的感情，是对个体的得失、荣辱过于强烈的

一种心理体验。焦虑是由心理冲突或挫折引起的情绪

反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因预感到困难将要到来、感

到没有把握、无能为力而又无法有效地加以预防和解

决，而产生担心、紧张的情绪[1]。我们通过问卷调查

发现，有 32.6%的学生存在“愁眉不展，情绪低落，

郁郁寡欢，不苟言笑，遇事退缩”的现象。有 26.4%

的学生感觉有“强烈的挫折感，不能正确地评价自我，

对个人的前途焦虑万分，总觉得低人一等”。这些给

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 

2.2. 贫困学生的抑郁心理 

部分学生存在精神抑郁、自我封闭的现象，调查

中发现部分学生还存在不善于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

和沟通，也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的现象。在校园里，

他们情绪低落，精神抑郁，自我封闭，缺乏应有的自

信。这些问题如果未能及时进行正确的心理调节，未

受到正确的心理引导，那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很有可

能会进一步使自己封闭，导致无心向学。 

2.3. 贫困学生的孤僻心理 

部分学生冷漠孤僻贫困生一般心地善良、性格温

和、乐意帮助别人，他们与周边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完全是有条件和可能的。但通过调查发现，选择

“不愿坦诚地与他人交往，把自己游离于集体之外”

选项的占 24.2%；选择“对同学老师的好意帮助总摆

脱不了被施舍的感觉”的占 20.6%；“感觉自卑、孤僻

使自己表现出异常的闭锁，自己在内心深处设置了一

道屏障”占 18.7%。通过对部分学生的访谈我们发现，

大部分贫困生内心是十分渴望与人平等交往，而不是

被人特殊对待，即使是善意的关照也会加重他们的心

理负担。有些贫困男生受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认为

在日常消费与开支中，就像社会其他成年男性一样，

往往被期待着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男女交往中更应充

当货币支付者的角色，而实际上他们又没有这种能

力，因为怕受到嘲笑和轻视，便认为人际交往是一种

负担，因而采取了回避和退缩的行为方式，造成同学

间不能彼此吸引，难以建立友情关系，影响良好人际

关系环境的形成。这使他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阻碍

他们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在集体生活中，有一个或

几个人不合群，抱有敌对情绪，排斥他人，就会影响

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3.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分析 

大学生是高校里面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心理之所

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我主要

把其分为两大类：即外因影响和内在缺陷。 

3.1. 外因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经济原因 

调查表明，经济压力是高校贫困生心理压力的主

要来源。贫困生一般来自于农村或城镇下岗职工家

庭，拮据的经济条件难以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而贫

困大学生在校也必须靠打工来完成学业，打工和学业

的冲突困扰着他们。此外，文化资本匮乏的成长环境

使贫困生知识面和社会交往能力普遍落后于一般大

学生。进入大学后，贫困大学生则因经济贫困无法充

分获得和使用更多的自学工具，从而使贫困生和其他

大学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激烈的竞争和择业的

压力，贫困大学生既无法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培训班

和资格考试提高自身能力，也不能借助父母力量联系

工作，还承载着改变家庭的命运的压力，多重压力无

法宣泄，日积月累，造成了他们心理的扭曲。 

3.1.2. 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 

一个家庭所特有的文化对个体的成长影响很大。

个体在这种文化背景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区别与他

人的独特性格和习惯[2]。在高校贫困生的成长过程中，

自强不息、自强自立等优秀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

化使高校贫困生形成了许多积极的心理特征，如吃苦

耐劳，勤奋好学，自强自立，勇于进取等，但文化中

的消极因素也给他们造成了严重困扰。消费主义，享

乐主义，拜金主义，过分渲染的小资文化，交织地冲

击着主导文化与价值观，而且与贫困现实形成巨大落

差，造成贫困生对社会主导文化的怀疑和误解。此外，

贫困形成的贫困文化也与校园倡导的主流文化发生

了冲突，贫困生被校园的主流文化边缘化，成为校园

的另类“群体”，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引起一系

列心理疾病，埋下了产生极端行为的祸根。 

3.1.3. 社会大环境的转型 

社会大环境的刺激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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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的同时亦造成了一系列社会

问题，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人感到精

神压抑、身心疲惫。改革开放给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但随之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不良现象亦使大学生

在心理上产生了诸多矛盾。当然，贫困大学生亦不例

外。贫困生多来自农村，很多农村的孩子从贫困的乡

村进入繁华的城市之初，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震荡，

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层，校园也存在分裂，生活在同一

屋檐下的几个同学之间可能就有很大的贫富差距。商

品经济的繁荣使高等学府无法成为世外桃源，新的消

费热点的出现使即使是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也

喜欢相互攀比，表现在同学聚会和衣着消费等各个方

面，这无疑给囊中羞涩的贫困生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

担，增添了许多烦恼，容易导致心理上的失衡[3]。 

3.1.4. 高校缺少人性化的资助方式 

目前全社会都在关注贫困生问题，国家、高校贫

困生心理健康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许多社会组织以

及个人都对贫困生采取了资助措施，大大缓解了这些

贫困生的生存压力。但在资助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

缺乏人文关怀的地方，如公开催收学费，张榜公告、

捐赠物品上写上单位名称或“爱心奉献”等字样做广

告商业宣传。这使贫困大学生感觉时时处处在别人的

注目和监视下，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打击[4]。 

3.1.5.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造成的心理落差 

理想化的择业要求和残酷现实的落差目前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他们有了更强的自

主机动性。贫困生大都对自己的工作看的比较重，都

希望通过一份体面的工作为父母争光，改变命运。但

我们也看到，由于社会机制不够完善，人才市场的择

业竞争还存在诸多不公正现象。贫困生在外表、气质、

言语等方面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因而贫困

生就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更大。他们只能提高自身各

方面的素质，依赖自己的真才实学，才能在竞争激烈

的就业市场中处于不败之地。所以他们承受着别人无

法想象的压力，加上择业时受到种种挫折，使他们更

加焦虑、失落、部分甚至走上极端的道路。 

3.2. 贫困生的自身的内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3.2.1. 错误的认知方式 

高校贫困生对于自己的经济贫困生活形成了错

误认知，如把贫困当成耻辱，羞于承认贫困，将经济

资助视为嗟来之食，认为接受经济资助是人穷志短的

表现，而未能完成自己的学业；把贫困当理由，不靠

自身努力去改变现状，而一味依赖于他人的帮助。没

得到满足，就怨天尤人、仇视甚至报复社会；把贫困

看成是不可逾越的一道障碍，没有对待贫困的正确态

度，向往享乐主义，不能忍受贫困。正是这些错误的

认知使贫困生产生了偏差的心理和行为。 

3.2.2. 人格上的缺陷 

人格是一个人独特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是每

个人所具有的才智、态度、价值观，愿望、感情和习

惯以独特的方式结合的产物[5]。一些高校贫困生的心

理问题是与他们的人格缺陷密切相关的。众多家庭贫

困的家庭的教育还停留在棍棒之下出孝子的阶段，对

自己的孩子非打即骂，很多贫困生从小就学会了忍

耐，克制自己的欲望，把学习成绩作为自己的最大追

求，而忽视了良好个性的培养，形成多疑、自卑、易

怒、缺乏人际交往和沟通、不善表达感情的缺陷人格。

这种人格缺陷在大学中突出显现出来，使他们无法顺

利地适应大学生活，延缓了人格重建的过程，无法顺

利形成人格中新的行为模式和反映方式。在面对贫困

时，缺陷的人格让他们无法应对贫困，从而产生了一

系列心理问题。 

4. 高校贫困生心理困境解构及援助措施 

综上所述，造成高校贫困生心理困境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如何正确对待和疏导贫困大学

生的心理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心理援助机制将成为

我们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点所在。 

长期的自卑、压抑会使贫困大学生的内心非常脆

弱、敏感，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的需要，会对同学、

朋友、老师甚至是陌生人的言语和行为产生多疑心

理；善意的帮助会被理解为别人的怜悯，随意的说笑

会误解为对自己的嘲弄和讽刺；他们容易受伤，容易

对他人产生对抗情绪甚至是敌意等等，笔者认为，应

对这些心理困境，要从困境心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入

手，采取个别疗法和团体疗法的原则进行有效救助。 

4.1. 个别疗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个别疗法主要采取个别心理咨询的方式，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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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提高受到内心困境的贫困大学生(受困客体)内

心的安全感，对受困客体的有效救助提供良好的心理

环境。 

4.1.1. 疏导来访者真实表达内心的感受 

高校贫困生所面临的种种心理困境使他们长期

处于自卑和焦虑的状态，长而久之必然会使得或多或

少的大学生们抱怨社会的不公平，对他人态度也异常

的敏感，更甚至会产生仇恨心理[6]。大多数这样的学

生会把这种情绪深埋在心底，据研究表明，长期负面

情绪的压抑极易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因此，争取引

导他们将内心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即便是这种情绪

是负面的，畅快淋漓的表达出来，对其心理的平衡和

极端的行为都会起到一种释压的作用，从而避免更坏

的局面出现。 

4.1.2. 帮助来访者建立合理的信念 

艾利斯合理情绪疗法列出了存在于人的头脑中

的 11 条不合理信念及特征[7]。在这些大学生将自己所

受的困扰与烦恼宣泄出来以后，可同他们一同找出若

干条从内在与自己头脑中不合理的理念。将困惑和烦

恼与这些不合理的理念相对照，找出他们之间的联

系，这样的联系越是直接和具体越好，这样咨询人员

就可以根据这些联系进行分析，归纳出与之相应的不

合理思维方式，接下来在于不合理的理念进行辩论的

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扭转他们的固有思维模式，建立

一种积极的思维模式。 

4.1.3. 帮助来访者健全心理防御机制 

这些贫困大学生会比其他的大学生更早、更多的

接受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打击，而这些挫折和失败会使

他们内心的自我受到威胁和伤害，会在心理上出现紧

张、焦虑、恐惧、悲哀等情绪。要尽早的帮助他们建

立一套心理防御机制。例如采取升华法、有魔法、补

偿法、合理化等等方法。 

4.1.4. 辅导来访者争取和接受社会支持 

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应

对能力，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争取和接受社

会支持不等同于祈求与施舍，辅导他们正确对待社会

支持的态度，不要因为自卑而去拒绝别人的帮助，要

积极主动争取社会支持。 

4.2. 运用封闭式团体心理辅导方法 

团体心理辅导是在团体的情景下提供心理帮助

与指导的一种咨询方式，即由咨询员根据咨询者问题

的相似性，组成课题小组，通过共同商讨、训练、引

导，解决成员共同发展或共有的心理障碍[8]。团体辅

导主要是以“群体动力学”、柏恩的“交互作用分析

理论”等为其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学理论和卡

尔·罗杰斯的个人为中心的咨询理论也是支撑团体心

理辅导的理论内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者、德国心理

学家勒温认为，整体比部分重要，群体作为一种内在

的关系组成的系统，其影响力或作用远大于孤立的个

体。个体在群体中生活，不仅取决于个体的个人生活

空间，而且也受群体心理场的制约。有不少贫困大学

生面临的心理困境，其中大部分是成长过程中出现的

发展性问题。因此，运用团体心理辅导比个别心理辅

导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好的辅导效益。 

4.2.1. 对象的选择 

团体辅导的成员对象主要来自于经大学生心理

普查筛选出来，经个别约谈确定因家庭贫困导致极度

自卑缺乏自信，并自愿参加团体辅导的贫困大学生。 

4.2.2. 方案的设计 

团体辅导的形式和内容要比个别咨询辅导复杂

的多，要预先制定团体辅导的设计方案，并严格按照

方案组织辅导。辅导方案的设计以让成员能够在观察

学习和活动体验中，认识和探索自己，改变在长期的

生活环境中形成的非理性信念和错误认知，并以积极

的心态去接纳自我，接受现实，走出自卑建立信心，

在团体活动中体验成功与快乐的基本原则进行设计。

运用“群体动力学”理论，创设和谐、温暖、理解的

团体心理氛围，使团体成员有安全感、肯定感、归属

感[9]。在活动开始，可以设计一些游戏，如“猜猜我

是谁——将个人的资料做成名片展示并介绍”，通过

游戏让成员们彼此相识、彼此认同，消除沟通的障碍，

引发成员参加团体的兴趣和需要，促进成员参与互动

活动。 

4.2.3. 团体辅导的结果总结评估 

对参加团体心理辅导的成员，在团体心理辅导班

结束后的一定时间内要做跟踪观察，并得到反馈。通

过班主任、任课教师、家长、同学侧面了解他们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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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活、情绪状况，特别是了解他们对团体心理辅

导探讨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能力。调查团体经

验应用与真实生活的实效，适当开展团体成员联谊活

动，建立和保持一个宽松型的相互支持团体[10]。 

总之，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困境同时也交织着思想

问题和管理问题，因此，解决高校贫困生的心理问题

将是高校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教育、管理

和引导的结合，也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和学

生本人的共同配合和努力。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高校贫困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邓琦, 汤力克, 周斌. 浅谈师范类贫困大学生焦虑心理研究

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J]. 学理论, 2009, 51(7): 164-165. 
[2] 王奕冉, 刘少英. 贫困大学生认知倾向、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的相关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31(4): 143-145. 
[3] 蔡惠华, 丁斌, 王桂芝. 浅论新形势下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J]. 文教资料, 2009, 12: 237-238. 
[4] 姜程. 浅析高校贫困生的教育管理问题[J]. 中国教育学刊, 

2009, (S1): 90-93.  
[5] 黄建烽. 高校贫困生心理状况分析与对策[J]. 绍兴文理学院

学报, 2001, 21: 101-102. 
[6] 仇宝山, 黄卓君. 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分析与健康教育对策

[J]. 中外教育研究, 2008, 11: 18-19. 
[7] 张小乔.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操作[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98: 210-211. 
[8] 攀富珉. 团体咨询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2. 
[9] 天中良. 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分析与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 

2005, 4: 65-66. 
[10] 杨昭宁, 井维华, 韩仁生, 主编. 现代心理学[M]. 济南: 山

东人民出版社,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