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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特困生心理特征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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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因生作为大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除了面临经济压力，还要面对学习和心理压力，从而更容易出现学

习、生活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心理问题。从环境和心理等因素出发对在校特困生心理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寻求预防和解决高校特困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特困生，心理特征，对策

中图分类号：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4-0076-02

随着近年来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群体在不断壮

大，特困生的心理状况处于不健康或亚健康的学生人数也

在逐年攀升。高校贫困生在不同高校的标准不一致，根据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情况看，倘若

一个家庭无法正常支付子女上学的全部费用，一般应被视

为经济困难的家庭，其子女应被视为贫困生。特困大学生

由于受经济压力、入学分数、教育资源、社会认可度、就业

压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心理有其独特的一面。特困

生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重视。做好特困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也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环节。

‘

一、高校特困生的心理特征

1．自卑

自卑是自我评价偏低、自愧无能而丧失信心，并伴有

自怨自艾、悲观失望等情绪体验的消极心理倾向。特困生

的家庭经济状况与普通学生家庭有明显的差距，普遍存在

自卑心理。首先，家庭经济上的困难让特困生的生活拮

据．有些学生更是不希望大家知道自己上学要向亲戚借钱

甚至需要贷款来帮助完成学业。其次，高中的学习成绩优

异，而到了大学却发现。人外有人”，有成绩更好的同学，

甚至还有其他方面的特长，难免对自己会产生怀疑。再

次，大学通常在全国的大中城市，自然消费水平高，条件好

的同学日常生活中谈论、使用或消费的物品有可能从未听

说，难于融入交谈的话题。穿着简朴、省吃俭用的特困生

还有可能会受到同学的评论和嘲笑。久而久之这种反差

会使特困生产生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从经济不如人泛化

成自己一无是处，夸大自己的缺陷等心理，导致进入大学

后渐渐变得沉默寡言甚至自暴自弃，失去战胜苦难的斗志

和信心，消极厌世。

2．孤僻

由于自卑心理导致特困生对自己持有否定的态度和

情感体验，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性，变得孤寡、怪癖而

不合群。常常独来独往，对他人怀有厌烦、鄙视的心理；凡

事与我无关，漠不关心，自我封闭；与同学交往时缺乏热

情，极少主动和同学来往，甚至逃避与人交往。不合群而

使得同学不理睬自己或回避自己，产生失落感和自尊心受

打击；生活中被人讥笑、捉弄或指责，认为别人瞧不起自己

而郁郁寡欢；遭受挫折后自卑感加深，更容易产生拒人千

里之外的感觉。虽然渴望与人交往，但害怕受伤害。为了

父母的期望，为了出人头地，刻苦学习，害怕参与活动会占

用自己的时间、耽误学习，不喜欢集体活动，对班集体漠不

关心。因此，让周围的人产生难以接近的错觉，渐渐变得

更不合群和孤僻。

3．多疑

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趋于成熟，有着强烈的自尊需

要。自卑使得高校特困生内心脆弱敏感，生活中的小事件

都能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和情绪，变得神经过敏、疑神疑

鬼。常常把同学的无心之言想象成是在针对自己，看到同

学在一起谈论就以为是在说自己的坏话。把别人对自己

的帮助和好意曲解为让自己难看，容易对人形成成见，时

刻警惕他人伤害自己。特困生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对生活

中的刺激过于敏感，容易被同学归为难相处的一类人。这

种多疑通常会让特困生与人交往时自筑鸿沟，与人相处时

产生敌对情绪，对待事情的看法比较消极，容易与人产生

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

4．消沉

消沉是一种心灰意冷、沮丧颓唐的消极情绪。这种现

象在独立学院尤为明显。特困生家庭经济困难，加上需要

支付高额的教育费用，一番挣扎后勉强能上大学。此时的

家庭已一贫如洗，在校的生活显得尤为窘迫，如果能端正

自身的认识、发奋图强、敞开心扉，尚能慢慢适应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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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如若不能，高中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就变得让人失望，

理想和现实出现强烈反差。意志相对薄弱的特困生，遇到

挫折之后就灰心失望，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平。高中的梦

想是考上大学，进人大学后，价值观的多元化致使其迷失方

向、目标缺失，加上就业压力，让特困生对生活和未来失去

信心和希望，从此变得整天浑浑噩噩，消极悲观。

二、特困生心理特征的成因

1．环境因素

特困生心理特征的形成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我国正

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正发生

深刻变化。在这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环境下，特

困生容易受到各种思想和观念的冲击，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也会对特困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校园里，如果能较

好地处理与同学、老师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集体活

动，便能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氛围以适应大学生

活。特困生大多是农村多子女家庭，在其成长过程中，若

遭受大大小小的各种变故，如亲人死亡或患病、父母离异、

家庭负债或其他生活环境变化，都会对其心理造成很大的

影响。研究表明，家长粗暴施教会使孩子形成懦弱、胆怯

的退缩性人格特征，家长对孩子的期待过高和巨大的经

济、就业压力也是造成特困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口j。学

校环境对特困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师、同学的态度和行

为，宽松、和谐的校园氛围和文化对形成健康的心理非常

有利。

2．心理因素

与心理行为问题有关的认知因素对一个人的心理健

康有着重要的作用。人的不合理信念是造成心理障碍的

关键因素。例如“我必须在各方面比其他同学强才能出人

头地”、“我决不能出错”等非理性思维常常导致抑郁、焦

虑情绪问题。认知歪曲是造成对自己、对世界和未来的悲

观看法，夸大外界的威胁和事情的困难程度，忽视自己的

优点、轻视自己的能力和成功，绝对化的评判标准，以偏概

全等思维方式都会让其处于消极的自贬、对周围人和事的

敌对状态中。心理疾病的形成与一个人的性格相关。性格

内向者产生心理病态的可能性较大。特困生中性格偏内

向的偏多，这部分学生平时孤僻好静、喜欢内省、不善交

友、不苟言笑、不合群、不参加集体活动、对人冷淡、胆小怕

羞、生性多疑、怕负责任。人格较为健全的人在面临应激

性事件时可以很好地应对，而人格较为脆弱的人易于引发

应激障碍和相关心理问题。有部分高校特困生有迎难而

上的积极心态，也不乏存在意志薄弱、抗挫折能力弱的人，

认为成功和荣誉是理所当然的，不能接受失败，缺乏战胜

困难的坚强意志，面对无法达成的目标而悲观失望、萎靡

不振。

三、高校特困生心理应对策略

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贫富观

当今社会．不少人受到拜金主义的影响．特困生容易

出现心理失衡和价值观偏失，对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尤为重

要。家庭教育是人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起始站，父母应

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人生问题、是非问题、经济问题。同样，

在校园范围内建立和谐友爱的氛围，言传身教地帮助学生

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形成正确的贫富观，帮助其认识到

贫困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的，从而树立自立自强的

意识，正视贫困。正确认识自我，不要将贫困和自身建立

联结从而造成自卑心理。尤其重要的是帮助特困生树立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提供其找到明确职业定位的途径。

2．营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

心理学认为，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有利于个体形成积

极的自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信心与自尊心，从而

更好地适应环境。高校学生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

设丰富、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高校学生的家庭经济差距

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种差距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有着一

定的影响，并经常影响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如何正确引导

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正确看待财富和

经济条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要通过建设良好的校

园文化，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提供一

个和谐、友爱的校园文化氛围，帮助特困生正确认识自我、

家庭和社会，在校园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发展独

立自强的人格。

3．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首先．高校应建立以校级心理咨询中心为主、以院系

级心理咨询室为辅的心理咨询网络。各级高校心理咨询

机构都应配有经验丰富的心理辅导教师，负责全体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建立较全面的贫困生心理档案和组织

辅导员的心理辅导培训13]，加强心理健康师资队伍建设，

以保证系统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其次，高校应

选择性地开设心理学相关课程。有计划地开展专题性心理

培训、互助团体和团体辅导、个体咨询，并利用大学生心理

健康网站等宣传媒介构筑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通过形式多

样的教育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增

强自我调节能力和通过心理救援机构寻求帮助。

4．完善贫困生资助帮扶体系

完善助学贷款制度，逐步规范贫困认定制度。加大对

特困生的帮扶范围和力度。拓展校内外勤工助学渠道¨1。

优先满足特困生的需要，帮助特困生树立自强、自助观念，

提高自立能力，既能解决实际的经济困难，也能实现自我

教育的目的和提高特困生的综合能力。成立专门的机构

负责特困生工作，做好特困生调查、建档工作，勤工助学为

主要渠道，减免、奖、贷、助、补为辅助手段．切实减轻特困

生的经济压力【5】。引进外部资源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合

理利用社会资源，增强社会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助困功能，

为特困生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校企合作机制，

以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形式减轻高校特困生的经济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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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 recent years，under the backgrouding of the popularity of the Higher Edcuation，employment has become蚰increas·

ingly prominent day by day．There have been va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emerging which affected their employment by part of

univemity graduates．Meanwhile．a Hew solu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s懒s comes out which would perfectly

satisfied 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by we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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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特困生的思想工作一直是国家、社会和学校关心的

一项重要工作。做好特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国家、

社会和高校提供有效的助学措施、资助渠道和良好的人

文环境，要求高校规范特困生的资助帮扶体系，并引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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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家庭也要

有意识地培养他们自立自强的意识和能力。只有广开思

路、转变观念，物质经济资助和心理健康教育双管齐下，

才能从本质上解决高校特困生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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