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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大学生心理困惑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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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的激烈竞争，培大学生带来神种心理压力，使大学生感到困惑和迷惘。重视和研究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度时解除其心理困惑，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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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学生心理困惑分析 

经济转型时期．激烈的社会竞争使现代人始终 

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相 

当一部分大学生因社会环境或个体生理心理因素的 

影响，不同程度地出现困惑和迷惘。 

(一)社会竞争激烈使其0理负担加重 

大学生面临的挑战很多．心理存在众多压力源： 

诸如父母期望过高、同学间的攀比 竞争．尤其是大 

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皇帝女儿不愁嫁”已是昔 日黄 

花。而今，在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大潮 

中．大学毕业生也是“商品”，供需见面，双向选择。 

诸如此类的压力易造成学生紧张、压抑、担心和无所 

适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因承受的心理压力过大而 

形成心理障碍，以致发展成为心理疾病。据 1994年 

国家教委对全国 12．6万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我 

国大学生的心理疾病患病率高达20．23％，远远高于 

全国人均水平，严重影响着其学习和健康成长。 

(二)迷失学习目标的 理困惑 

由于传统就业观的影响，人们把升大学看做唯 
一 出路，在这种氛围的熏染、压力下，中学生的目标 

单一而又明确，为了考上大学，他们在教师、家长的 

督促、鼓励和引导下孜孜以求、毫不动摇。达到目的 

后，这种压力和动力也随之消失．使一些学生产生了 

安全感，认为上了大学，就业就有了希望，再无明确 

的学习目标。还有部分学生因对学校或所学专业缺 

乏兴趣，情绪低落．思想苦闷，精神萎靡不振，竞争意 

识难以激发，学习无动力，不求上进．得过且过。 

(三)失去优势与产生自卑l心理 

许多学生在中学时代是优秀生、班干部。家里 

宠爱、老师重视、同学尊敬，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叉 

成了“胜利者、佼佼者”，因此，自豪感和优越感应时 

而生。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来校前往往锣鼓 

欢送，数十里闻名。但进人大学后，各地佼佼者汇聚 
一 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相互比较，不少学生发 

现自己在中学的各种优势荡然无存，显得平平常常， 

甚至位居下游，完全失去了过去的优越感。于是心 

理失衡，产生 自卑心理 ，总觉得 白不如人，从此整天 

变得沉默寡言，无心学习，白暴自弃。 

(四)人际关系变化而产生焦虑和压抑 

现代大学生多在进人大学前从没单独接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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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社会，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极其单纯，甚至是无 

知。他们从小在亲人、老师的照顾与保护下成长，缺 

乏独立生活的实践锻炼和自理自制能力。进人大学 

后，同学来 自全国各地，每个人个性、爱好、脾气各 

异，人际关系复杂多样，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不可避 

免会发生一些摩擦和情感损伤，这难免引起一部分 

心胸狭窄学生的不快。最集中的冲突是角色冲突， 

这些“宠儿”进人大学后都想其他人多关心 自己，而 

往往又只顾 自己而不关心他人，也很少考虑集体，甚 

至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猜忌闹矛盾，从而影响到 

学习和生活。特别在独生子女中，因人际关系困惑 

引起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 

(五)心理素质脆弱，缺乏挫折承受力 

总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对挫折的反应却因人 

而异。心理健康的大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善于控 

制情绪，心理承受能力较强，并能自觉选择积极态度 

和用台理方式摆脱困境。而部分心理素质脆弱的学 

生，即使智力因素很好，学习努力，成绩优异 ，但非智 

力因素差，思想认识水平低，心胸狭隘，斤斤计较个 

人得失，轻微的挫折也会引起强烈反应，使他们一蹶 

不振。加上有的同学性格内向，不能积极主动与教 

师、同学交流，在封闭的小圈子里束手无策。另外， 

大学生对成功的心理期望值太高也是对挫折缺乏承 

受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青年大学生朝气蓬勃，积 

极向上，勇于创新，但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挫折缺乏 

应有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一旦出现挫折便感到 

难以承受，转而失望、自卑萎靡不振。 

(六)爱的渴望和情感冲突 

青年大学生处于生理变化时期，其性生理已经 

成熟，但性心理还不成熟，心理活动复杂，容易受到 

周围事物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心理活动。常常处在性 

生理成熟与性心理 尚未成熟的矛盾之中，对性的渴 

望、爱的追求逐渐强烈，并渴望有爱的体验。加之影 

视、文学等大众传播对性、性爱的过分渲染，导致部 

分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爱情与友谊的关系。由此引 

起心理失衡，造成生理机制失调，出现热恋过度或失 

恋或单相思。失恋者极度悲伤、情绪消沉，甚至产生 

精神分裂症。单相思者精神恍惚，也出现严重精神 

疾病。热恋者则一味花前月下，置学习而不顾，浪费 

大好青春时光。有的在恋爱中朝三暮四，有的轻易 

上当受骗。以上恋爱中的种种现状引发大学生的心 

理障碍，表现为冷漠、颓丧、烦燥 、逃避或攻击性等行 

为 ，导致违法乱纪事件的发生。 

(七)理想与现实差距而产生消沉情绪 

上大学前，有些人把大学生活想得过于理想化、 

甚至神秘化。在他们看来，高等学府有优雅的校园、 

高耸的大楼，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丰富诱人的图书报 

刊，学识渊博的教授专家，举止高雅的时代骄子⋯⋯ 

这一切都曾令他们魂牵梦绕。因此，他们渴望在这 

座殿堂上大显身手，在这所摇篮里一展才华，辉煌一 

生。然而现实复杂而无情，众多学生有不同的家庭 

文化背景，经受过不同的社会环境熏陶，特别是同龄 

人的个体差异更是千差万别，需要有一个相逢和相 

知的过程。当他们远离亲人和家乡，来到一个人地 

两生的环境中，对那些缺乏独立和自理生活能力的 

学生来说，一方面感到新奇，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 

也感到难以适应。特别是大学生活并不象以往想象 

中的那样浪漫、潇洒、快乐，而是每天围绕宿舍、教 

室 、食堂三点一线转，住宿拥挤、设施不理想，再加上 

紧张的学习生活，严密的组织纪律，严格的班规、校 

规，使他们感到l15E单调又刻板无味，在抱负与理想和 

现实的反差中，产生了消沉情绪。 

(八)家庭经济窘迫而致身心负累 

高等教育实行缴费上学后，不可避免地使一些 

家庭困难的学生困经济紧张而陷入困境，特别是农、 

林、医和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学高额的学费和生活 

开支增加了他们的压力，争取奖学金可以解决经济 

上的紧张，于是学习上的激烈竞争又使他们喘不过 

气来。这些学生从吃到穿乃至言行举止都与大都市 

有很大反差，经济的窘迫使其心理负担十分沉重，时 

常感到苦闷和压抑。 

二、解决大学生心理困惑的对策 

(一)强化 理辅导和咨询 

首先，建立预防辅导。对心理基本健康 的学生 

开展预防辅导，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他们 

心理抵抗能力，提高学习生活质量，防止严重韵心理 

障碍。主要内容：在全体学生中开展心理卫生普及 

宣传(如利用校刊、板报、校电台、专刊等)，让学生了 

解心理卫生的基本知识；建立学生心理素质发展档 

案，对新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跟踪研究；开设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让学生了解心理学卫生知识，明 

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开展各种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和文娱、体育活动，使课余生活丰富多彩，以满足他 

们的精神需要．陶冶情操。 

其次，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学生出现心理障碍 

后 ，教育者应以平等和朋友的身份，耐心细致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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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析问题症结，找出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对 

策，通过和谐的内心交流，使学生恢复平衡，增强身 

心健康，咨询可采取电话、书信、直接咨询方式。 

另外，对少数已有严重心理障碍的学生，必须请 

医学精神专家进行治疗，使他们能进行正常的学生 

生括。这项工作涉及到高级医学专业知识，高校可 

考虑配置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即或条件不具备而没 

有这方面专职人员，学校也要进行推荐和联系患 者 

到有关的医院就诊。 

(二)锻炼意志品质，提高 理承受能力 

首先，加强大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提高其心理 

素质是解决心理疾病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引导大学 

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心理 

适应能力。特别提倡大学生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接触现实、认识现实，从中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增强 

自信。另一方面，社会实践过程又是发挥他们所学 

专业的过程，比如，医学院学生到农村进行社会实 

践，开展医疗服务，既接受农民群众艰苦朴素作风的 

教育，又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医病疗伤，群众欢 

迎、信任他们，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集体的温 

暖、职业的崇高，同时深感 自己知识的不足。于是在 

学习上更发奋、刻苦，对 自己的专业更热爱，对前途 

充满希望和信心。 

其次，注意培养学生的理想、道德观念，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培养其坚强的意志和 

毅力。一方面表现在学习知识方面，一定要端正专 

业思想，学好专业知识，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另一方 

面又特别要注意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培养 

职业道德，脚踏实地。不能功利性地只学实用的，不 

求打基础，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都不利于大学生意 

志的磨炼与健康心理的形成。 

(三) 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心理咨询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做人的工作，但 

并非一方可代替另一方。尽管两者在工作方法和内 

容上有不同之处，但其在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上，可 

以相互配合渗透，相得益彰。思想政治工作是培养 

社会主义合格人才的重要保证，它能帮助大学生坚 

定信念，认清形势，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还能化解 

矛盾，协调关系，理顺情绪，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心理咨询既具有传授知识的功能，又具有解决问题 

的功能，它以尊重人为前提，帮助学生达到心理平 

衡，清除异常的心理行为，形成完整的人格和良好的 

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和谐稳定 

的心理环境。所以将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 

结合 ，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的基础， 

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途径。 

(四)为学生排忧解难 

知识经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很高，使大学生思 

想上和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很大，大的方面从就业到 

前途，小的方面如经济困难及人际关系处理。各种 

各样的困惑困扰学生，使他们感到烦恼和痛苦。作 

为教育者，要了解学生的这些疾苦，必须深入到学生 

之中，关心爱护学生，帮助学生排忧解难，消除其后 

顾之忧，让学生思想上轻松愉快，安心学习。又善于 

引导，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充满爱心的行为、知识 

的力量来激发学生奋发上进的决心。 

(五)J心理教育与其它学科的教育相蛄合 

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新的挑战，产生 

巨大的心理压力。作为高校教师，面对祖国未来的 

建设者，无论什么岗位和学科，教书育人是每个教师 

应尽的职责。每位教师都应该了解心理健康的目标 

和要求，充分利用教学机会，在教好专业知识的同 

时，还要引导学生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采取积极向 

上的态度，敢于迎接各种挑战，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 

还要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以了解学生的思想，解决 

学生的心理问题，帮助大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培养其 

健康的身体心理素质，健全的人格品质，为社会主义 

输送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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