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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经济压力、文化差异、自我意识、所处环境等因素影响，目前高校一些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封闭、焦虑、抑郁、偏执甚至对社会不满愤恨等不健康的心理和行

为，如果不加以及时关注和处理应对，不但会影响其大学阶段的身心健康、学习成长，还会影响

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以后的正常工作生活，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

因及其表现形式，有针对性地从加强经济资助、进行心理疏导、营造良好环境、增强自我调适等

方面进行帮扶和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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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直是国家与社会高度关

注的群体，各级部门、高校、社会团体通过多种方

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帮扶，改善其经济压

力、生活状况，保障他们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影响

学业与发展。对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家

庭经济困难不仅涉及因经济拮据而造成的生活实

际困难，而且可能产生自卑、焦虑、抑郁、偏执等心

理和行为问题，对于高校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带

来挑战。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

突出表现

由于所在地区消费水平不同，生源地域家庭

收入高低有异，不同专业以学费为主的必要开支

有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对待自身面临的家庭

经济困难问题时的心理状态各不相同。
（一）对自身状况的掩饰回避

这是当前大学生由家庭经济困难所引发的最

明显的心理不健康的反映之一。随着心理发展的

逐渐成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不

断增强，但仍有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正确

地对待家庭经济困难问题，或者在这一问题上过

分敏感，逐渐形成心理压力。他们往往不愿让周围

的学生了解自己的家庭状况，与师生保持着心理

距离，刻意掩饰、尽力逃避，本能地将自己封闭起

来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一方面，这使得所在院

系师生不了解其情况，失去了国家、社会、学校的

帮扶与资助机会；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

身承受着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经济负担所带来的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7JD710099）、北京

市社科规划项目“首都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KDB015）、中央财经大学教改项目“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与教学质量提升双向互动关系研究”、北京市教工委择优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党推进依法治国的经验与建设法治中国

研究”阶段成果

2018 年 11 月

第 11 期 总第 293 期
思 想 教 育 研 究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观察与思考

111



力与煎熬，进而影响到学业、工作和生活。这种封

闭心理轻则会加重他们的内心痛苦，产生挫败感，

时时处于焦虑状态，导致心理不健康，重则可能会

产生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1]

（二）对周围事物的内心嫉妒

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内心敏感并本能地与

其他学生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际等方面

进行对比，进而产生内心强烈不适反应。有些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很好地正视家庭经济条件差

距，看到自己无论在学习还是智力能力上并不比

富裕学生差，甚至优于他们，仅因为家庭条件差就

低人一等，对于富裕学生花钱大手大脚，随心所欲

享受生活的状态既羡慕又嫉妒，对于他们有时表

现出来的傲慢和优越感又心生不满甚至憎恶。长

此以往，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产生自卑心理

的同时，也会产生嫉妒、不满甚至怨恨。这种不平

衡、不正常的心态得不到及时调整、排解，有可能

酿成大祸，发生惨剧，必须加以警觉。
（三）对人际交往的挫败自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

个体，与其他学生一样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需求，

但容易陷入既想加强人际交往又因没有厚实的经

济基础而不敢交往的矛盾心态中。这种矛盾心理，

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不同程度

的困难，并且在情绪上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他

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渴望得到他人的接纳

和认可，但是因为经济压力和内心的矛盾性又容

易引发与周围学生的矛盾和冲突；他们很想参加

课外活动，但不想在自己不熟悉的方式或环境中

怯场、“露馅”的心理又使他们害怕出丑而不得不

退却。这种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也常常让周

围的学生感到难以与之相处。[2]

（四）对摆脱贫困的焦躁无奈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来自经济不发达

地区，比如一些贫穷落后的农村。而大多数高校地

处于大中城市，物价水平相对较高，经济差距所导

致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差异，使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不仅担忧生活困难，而且为家庭生活状况而焦

虑，急于摆脱贫困。他们在既想快速摆脱自己与家

庭的贫困，又不想影响学业的矛盾心态中生活，在

既想改变自己与家庭的生存状态又因自己能力有

限、社会经验不足、赚钱机会不多的焦躁无奈中度

日。这些情绪状态加大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

理不健康程度，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五）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愤恨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审视致贫原因时，除了

家庭原因，很容易将自身的家庭经济困难与社会

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联系起来，一旦自己的愿望

始终得不到满足，有可能产生对社会和他人的不

满和愤恨。比如，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希望通过

自身努力学习，既取得优异成绩得到老师同学的

尊重和认可，又能获得奖项和相应奖金缓解自身

的经济压力。然而，当前很多高校的评奖评优体

系不仅考察学业，而且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综合

素质能力，一些来自素质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相对而言并不占据优势，在综合考

评中未能如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能会对所在

集体乃至社会产生不满。这种差距在就业时也会

有所体现，对比那些条件较好、社会资源丰富、就
业选择机会较多的大学生，经济水平、家庭环境、
素质能力和资源处于弱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

业难度相对较大，容易产生内心的不平和和对社

会现实的不满。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

生成因素

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宏观影响，也有家庭的微

观影响；既有外界施加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种

种压力，也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身心理素质的

作用。全面分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的生成因素是进行有效帮扶和引导的前提。
（一）经济困难是首要因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最大的心理压力

来自于经济上的困难。对大学生而言，经济的压

力既包括高昂的学费，又包括高物价引发的生活

高成本和其他各项开支。根据笔者调查，大学生

完成本科阶段学业少则需要 7 万—8 万元，多则

需要 9 万—10 万元，甚至更高（视专业和学生参

加其他课外学习活动的多少而定）。这对一些地

区一些家庭而言确实是较大的负担，许多家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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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困难学生尽管生活俭朴、省吃俭用，仍然经济拮

据。他们在拼命学习，希望拿到高层次奖学金的

同时，也千方百计寻求机会打工挣钱。这使得他们

经常处在想打工又担心耽误学习、想学习又需要

打工挣钱的矛盾冲突之中。久而久之，无法排解的

心理冲突使他们在个性与人格上发生变化，还会

诱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价值观念变化，产生急功

近利思想，甚至抱怨家庭的困难、父母的无能，产

生对社会、对他人的怨恨、冷漠。
（二）文化弱势是重要致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长期处在弱势群体文化氛

围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

念，与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经济富裕、多才多艺的

同龄学生相比，具有一定差距。来自农村和小城市

的学生进入大学后首先要适应城市文化生活，原

来熟悉的农村、中小城市文化与陌生的大中型城

市文化的差异给他们带来较大内心冲击，一时无

法适应，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处于文化“边际人”
的孤独状态。这种“边际人”状态容易引发人格障

碍，造成大学生正常社会化的缺失，引发大学生心

理孤独和压抑，排解不及时，处理不妥当，有可能

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三）自我意识具有较大影响

在不同情境下，面对不同现实状况，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和表征，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自

我意识和心理素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素

质与其他大学生相比呈现出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我意识水平不高，容易发生

自我评价偏差。由于经济困扰，许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控制水平不高，容易

发生自我评价偏差。二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格

特质不完善，容易产生抑郁心理。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在人格特质上更多表现为内向、谨慎、情绪不稳

定，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较低等特征。三是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防御机制和能力较差。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由于经济困难，能力不足，人际交往效果

不理想，更容易形成挫折感，产生自责消极情绪。这

些自我意识会不同程度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所处环境加剧心理压力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和习惯的简单生活环

境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事情处理方式上简单明了

直接，不需要过多考虑人与人交往背后深层次的

文化、心理因素等。进入大学后，他们才感受到自

身与身边学生在经济水平、消费方式与观念、处
事方式、言语表达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来自富

裕地区富裕家庭、城市高职高知家庭的学生，这

些学生的所见所闻乃至于无意中流露出的优越感

等，冲击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新环境中复

杂的人际交往、新鲜的事物、增多的课外活动、不
同的生活与消费方式、毕业就业压力等令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在适应中存在困难，难免产生困扰与

焦虑。
除此之外，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

环境因素，父母的思维、习惯、信念、价值观等带来

的家庭因素、自我调适不及时产生的干扰因素等，

都是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的诱因。

三、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的具体措施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因此要制定多视角、多途径的解决问

题对策和帮扶引导措施。
（一）大力加强经济帮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他们

心理上的最大压力，也是影响他们全身心投入

学习生活的最大制约性因素。要使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放下心理包袱，首先要从经济上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帮扶。当前，各级部门想方设法，作出了很

大的努力。2016 年，政府、高校及社会共资助高校

学生 4281 万人次，资助总金额 956 亿元，其中财

政资金 469 亿元，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263 亿

元，高校事业收入提取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
个人捐助资助资金 224 亿元。 [3] 教育部发布的

《2016 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超过 9000 万人次，比上年增

加 692.87 万人次，累计资助金额超过 1600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28.51 亿元，增幅 8.24%；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国累计资助学生 4.25 亿人次，资助金额

和财政投入比上一个 5 年翻一番。[4]综上可知，国

家、社会和高校等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

和覆盖面上的投入是相当大的，也取得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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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当前，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物质上进行帮

助很重要，在心理上的教育疏导也十分紧迫。一是

要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扶贫先扶志”，人生观是人生道路上指引方

向的灯塔。有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将自己所处逆

境归咎于父母的无能，有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

“金钱至上”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对于自己的境

遇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心理扭曲。因此，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正确面对贫穷，科学分析困难，培

养他们自信、自立、自尊、自强的思想意识，树立

良好的心理健康培育机制非常重要。[5]二是要积极

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健康心理意识和健全人格，预防心

理疾病；发挥团委、学生会和学生团体的作用，组

织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开展以演讲、知
识讲座以及榜样示范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聘

请专业心理咨询专家，建立完善心理咨询机构机

制，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缓解心理压力，释放压

抑情绪，引导其健康发展。
（三）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要积极

发挥学生党团支部、班级、宿舍的作用，开展各

种爱心活动，营造团结友爱、相互关心、和谐融

洽的学习生活环境，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处处感

到温暖，不再觉得心理孤独、压抑和自卑。在学

校层面，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鼓

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与其中，培养爱好，发挥

专长，结识朋友，融入到校园大家庭中，在作出

贡献的同时，增进独立自信。同时，要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加强中国传统美德教育，弘扬中华

民 族 传 统 的 勤 俭 节 约 和 艰 苦 奋 斗 精 神 ， 杜绝

“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杜绝享乐主义

和攀比之风，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消费观和消

费行为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的注意力不是聚

焦在与别人消费水平与方式的比较上，而是放

在努力学习、掌握技能、反馈社会、服务人民上。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问题会逐步减少。
（四）增强自我调适能力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增强自我心理调

适能力，培育高尚心理情操及坚毅品质，是正视

并应对家庭经济困难及其带来各种消极影响的根

本途径。增强自我调适，既包括调整认知结构，完

善自我意识，又包括学会情绪调节，锻炼意志品

质，提高适应能力，塑造健康人格等方面的心理

疏导。[6] 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我心理调适能

力，要注重指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掌握一定的自

我调适技巧，正确对待挫折，面对困境积极寻求

解决途径，事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要培养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对挫折的承受力，以积极的态度面对

学习和生活，正确认识和解决好生活中的问题困

难；要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问题的实际情

况，在专题讲座和心理健康宣传活动中引导他们

掌握专业技能，正视自身存在问题，提高心理健

康意识，增强心理调适能力。

参考文献：

[1] 胡春.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分析及对策

[J].教育现代化,2017,(8).

[2] 张智勤,周芳华.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帮

扶措施研究[J].大学教育,2016,(10).

[3] 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

生资助政策 助学政策全覆盖 资助学生更精准[N].

中国教育报,2017-04-13.

[4] 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资助学生 4.25 亿人次 资助金

额和财政投入比上一个 5 年翻一番[N].中国教育报,

2017-03-01.

[5] 杨晓华. 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思考

[J].科技资讯,2009,(18).

[6] 彭建华,刘曼曼,裘生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

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 [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6).

[责任编辑 刘娜]

2018 年 11 月

第 11 期 总第 293 期观察与思考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