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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显示,贫困大学生是心理问题高发人群,且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低于非贫困学生。当前贫困大学生在高

职院校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总体人数较多,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贫困其实是

一柄双刃剑, 既可击跨贫困生,也可以成为贫困生前进的动力。政府和高校在设法解决贫困大学生生活困难的同

时, 高校更应提升贫困大学生的自救能力、端正贫困大学生对贫困的态度,培养贫困大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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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等学校, 贫困大学生占有较大的比例, 他们的

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全面了解贫困大学生心理

健康现状, 有利于找到应对策略。本课题持续三年调查, 调

查对象为湖南工业大学冶金校区 2006级、2007级和 2008级

高职新生, 总计 6 299人, 其中, 贫困生 2 121人, 非贫困生 4

178人。对贫困大学生的界定是由被调查学生自主评定。

调查工具是 !症状自评量表∀, 采用五级评分制, 以任

一因子分大于等于 3作为可能存在中等程度以上心理问题

的标准。另有一份简单的自编问卷。调查以班为单位, 当

场发放并回收问卷, 所有调查在一周内完成, 由通过培训的

辅导员和部分学生干部负责实施。采用 SPSS11. 0软件处理

数据。

一 � 贫困大学生是心理问题高发人群
贫困生中度以上心理问题比率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和

学生总体比率。 2006年贫困学生中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

学生的比例为 10. 17% ,而非贫困学生中存在中度以上心理

问题的学生比例只有 5. 86% , 2007以上两项比例分别为 7.

67% 和 4. 79% ; 2008年则分别为 9. 65%和 5. 60%。连续

三年的调查结果都显示,贫困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明显高于

非贫困学生, 且呈极其显著性差异。 (见表 1)

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显著高于非贫困大学生,这

与李春山等利用康奈尔健康量表 ( CM I)的研究结果一致。[ 1]

贫困大学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他们与普通人一样有各种需

求, 当他们的需求因家庭贫困而得不到满足时, 他们的心理

会受到冲击。马斯洛在他的 !动机与人格 ∀一书中说道: #在

任何一种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时, 很可能表现出病态 ,或者至

少不如健康的人。∃ [ 2]

高职贫困大学生容易产生对父母的欠疚感, 甚至罪恶

感。因为父母为其上学省吃俭用, 终日操劳, 而他 (她 )不能

如父母愿考上本科学校, 有的现在学习还不太好, 用的钱却

不少。在他们看来, 现在本科生找工作都难,专科生就更难,

因此毕业后赚钱报答父母的想法难以实现, 这增加了他们的

心理压力。一个学生说, 他家为了他上大学借了许多外债,

父母身体又不好, 而他对自己没有一点信心, 因此, 深感愧对

父母。

高职贫困大学生还比较敏感。高职生本来对高考失利

就有些自卑, 加上贫困, 他们不自信, 但又有强烈的自尊

心, 于是非常在意他人的看法。而敏感的人会不自觉地将

自己的看法、情感和欲望投射到他人身上, 然后想象为是他

人对自己的看法、情感和欲望。一个贫困女学生在咨询中

讲到一件小事 : 她的一个室友买了一件新衣, 在寝室试穿,

她就认为是她故意在她面前炫耀, 于是很生气。过度敏感

破坏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不良的人际关系影响归属感, 最终

导致心理障碍。

二 � 贫困学生所占比例逐年提高
2006年贫困生的比例为 19. 2% , 2007年为 38. 4% ,

2008年增至 48. 3% ,每年增加近 10个百分点。正因为贫困

大学生比例增大,所以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比率与总体比率

差异逐年缩小 ,而非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比率与总体比率差

异逐年增大。 2006年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学生比率与总体

比率呈极其显著性差异, 2007年呈显著性差异, 到 2008年,

两者的差异不再显著。相反, 非贫困大学生与总体的差异逐

年增大, 2006年和 2007年差异不显著, 2008年差异极其显

著。即贫困大学生与总体逐渐趋近,而非贫困大学生则离总

体渐远。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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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贫困学生与学生总体、非贫困学生心理问题比率比较

年份 贫困生
所有中度以上心理

问题学生 A /%

中度以上心理问题

贫困学生 B /%

中度以上心理问题

非贫困学生 C /%
Z( AB ) Z( BC) Z(AC)

2006 462( 19. 2 ) 161( 6. 68) 47 ( 10. 17) 114( 5. 86 ) 3. 00* * 8. 18* * 1. 45�

2007 861( 38. 4 ) 132( 5. 89) 66 ( 7. 67) 66( 4. 79 ) 2. 22* 2. 82* * 1. 74�

2008 798( 48. 3 ) 131( 7. 87) 77 ( 9. 65) 41( 4. 80 ) 1. 87� 3. 79* * 3. 34* *

� � � 注: * P < 0. 05, * * P < 0. 01

到 2008年, 新生中贫困学生占了近一半。各系部、处室

领导和辅导员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变化, 因为系部收到更多的

贫困证明, 申请勤工俭学岗位的学生明显增加, 出现许多人

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 许多贫困学生不能按时缴纳学费。造

成贫困生比例增加的原因, 不一定是贫困人口绝对数在增

加, 可能是学生心中的贫困线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提高的缘

故。有专家认为 #贫困是指在一定环境 (包括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自然等 )条件下, 人们在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

劳动收入来维持一种生活水准的状态。∃过去学生可能认为

家里供不起生活费, 交不起学费是贫困, 而现在国民生活水

平准普遍提高, 可能更多学生认为自己生活水平低于他心中

的水准就是贫困。

三 � 贫困大学生缺乏自信,交际不佳

调查显示 ,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在自信心、交往

能力与人际关系方面的差异显著。有 21. 9% 的贫困学生感

觉不自信, 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的 17. 2% ;贫困大学生对自

己的交往能力不满意的达到 52. 5% ,超过一半, 极显著地高

于非贫困学生的 36. 2% ; 对人际关系不满意的贫困学生有

所减少, 但也达到 31. 5% , 同样极显著高于非贫困学生的

17. 3%。可见, 与非贫困学生相比, 贫困大学生更自卑, 更不

满意自己的交往能力和人际关系。 (见表 2)

表 2� 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自信心交往能力与人际关系自我评定比较

学生类别 不自信学生 /% Z 不满自己交往能力的学生 /% Z 不满自己人际关系的学生 /% Z

贫困生 �

非贫困生

175( 21. 9 )

147( 17. 2 )
2. 09*

419 ( 52. 5)

309 ( 36. 2)
6. 5* *

251 ( 31. 5)

148 ( 17. 3)
6. 7* *

� � 注: * P < 0. 05, * * P < 0 . 01

俗话说 #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 经济的基础地位在个人

生活中也不例外。贫困大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过贫困自卑的

体验, 当同学炫耀新买的衣服、手机等物品时, 当同学结伴出

游时, 贫困学生会受到刺激产生自卑感。贫困大学生的生活

空间因经济原因相对狭小, 为了维护自尊心, 他们不太愿意

向他人敞开心扉, 这导致他们与他人疏离。当然, 贫困并非

必然导致自卑, 因为人的情绪情感的产生是很复杂的, 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对贫困有正确的态度, 如果自身有其它

能力或优势足以弥补贫困缺陷,那么贫困对个人的消极影响

就会降低, 积极影响就会增加。

四 �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低
2006年, 贫困生的总分及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

感、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等 6个因子分高于非贫困生,

且呈显著性差异。2007年和 2008年, 贫困学生的总分和所

有因子分均高于非贫困学生, 呈显著性差异, 且多数因子分

呈极显著性差异。 (见表 3)

表 3� 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 SCL- 90( (x % s)比较

� � � � � � � 2006年 � � � � � � � � � � � � 2007年 � � � � � � � � � � � � 2008年 � � � � �
因子名称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t值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t值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t值

贫困生 非贫困生 贫困生 非贫困生 贫困生 非贫困生

( n = 462) ( n = 1945 ) ( n = 861) ( n = 1379 ) ( n = 798) ( n = 854)

总分 134. 85 % 36. 00129. 86 % 31. 12 � 2. 69* * 133. 92 % 36. 10126. 66 % 32. 04 � 4. 83* * * 136. 97 % 40. 46 127. 3 (32. 47 5. 17* * *

躯体化 1. 26 % 0. 39 1. 22 % 0. 30 � 2. 16* 1. 30 % 0. 38 1. 25 % 0. 33 � 3. 26* * 1. 33 % 0. 45 1. 26 % 0. 33 3. 92* * *

强迫症状 1. 83 % 0. 58 1. 77 % 0. 52 � 1. 99* 1. 79 % 0. 59 1. 68 % 0. 52 � 4. 46* * * 1. 86 % 0. 61 1. 71 % 0. 53 5. 15* * *

人际敏感 1. 65 % 0. 53 1. 59 % 0. 50 � 2. 29* 1. 61 % 0. 53 1. 51 % 0. 48 � 4. 55* * * 1. 67 % 0. 57 1. 53 % 0. 50 5. 02* * *

抑郁 1. 65 % 0. 53 1. 59 % 0. 50 � 2. 29* 1. 54 % 0. 53 1. 43 % 0. 46 � 4. 85* * * 1. 56 % 0. 58 1. 42 % 0. 45 5. 38* * *

焦虑 1. 45 % 0. 44 1. 40 % 0. 40 � 1. 94 1. 45 % 0. 46 1. 37 % 0. 43 � 4. 40* * * 1. 47 % 0. 51 1. 37 % 0. 41 4. 33* * *

敌对 1. 49 % 0. 55 1. 42 % 0. 45 � 2. 64* * 1. 39 % 0. 46 1. 34 % 0. 42 � 2. 41* 1. 42 % 0. 50 1. 36 % 0. 45 2. 63* *

恐怖 1. 31 % 0. 40 1. 30 % 0. 37 � 0. 54 1. 34 % 0. 43 1. 30 % 0. 42 � 2. 01* 1. 38 % 0. 48 1. 28 % 0. 37 4. 53* * *

偏执 1. 45 % 0. 45 1. 43 % 0. 43 � 1. 12 1. 46 % 0. 48 1. 39 % 0. 43 � 3. 80* * * 1. 48 % 0. 48 1. 40 % 0. 46 3. 33* * *

精神病性 1. 46 % 0. 44 1. 40 % 0. 38 � 2. 57* 1. 46 % 0. 43 1. 36 % 0. 38 � 5. 45* * * 1. 47 % 0. 48 1. 36 % 0. 39 4. 88* * *

附加项 1. 43 % 0. 49 1. 40 % 0. 41 � 1. 30 1. 45 % 0. 48 1. 39 % 0. 42 � 2. 90* * * 1. 50 % 0. 55 1. 43 % 0. 45 2. 48*

� � 注: * : P < 0. 05 * * : P < 0. 01 * * * : P < 0. 0 01

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由 2006年的 6因子显著差 异, 到 2007年和 2008年的所有十个因子差异显著, 这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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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贫富差距扩大、消费欲望增强、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等因素

有关。当代学生消费欲望很强, 要跟潮流, 在大学几乎都有

手机, 你没有就感觉低人一等; 再就是受拜金主义的影响,以

金钱和地位衡量人的价值。这些因素都给贫困学生以极大

的压力。

总之, 贫困大学生在高职院校所占的比例较大, 总体人

数较多,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教育教学质

量。其实, 贫困是一柄双刃剑,既可击跨贫困生, 也可以成为

贫困生前进的动力。如果高校主动应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

问题, 加强教育引导, 那么,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趋利避害,

从而激发贫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高校中也确

实存在一批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这说明只要对贫困有正确

的认识, 积极应对, 贫困就能成为行为的动力。因此, 政府和

高校在设法解决贫困大学生生活困难的同时, 更应在提升贫

困大学生的自救能力、端正贫困大学生对贫困的态度和培养

贫困大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方面做些实事。学校大批优秀

和健康的贫困学生, 说明贫困并不必然导致心理问题, 这也

给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留下了作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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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生课外科技文化活动获奖情况统计表

学 年
国家级

� 一等奖 � � � 二等奖 � � � 三等奖 � � � 其 他 � �
省、部级

� 一等奖 � � � 二等奖 � � � 三等奖� � � 其 他 � �

2004~ 2005 15 5 14 17 2 5 11 3

2005~ 2006 5 10 19 11 7 1 4 1

2006~ 2007 2 4 6 18 1 1 13 0

2007~ 2008 1 0 3 7 0 0 0 0

23 19 42 53 10 7 2 8 4

总之, 通过 #厚德博学、和而不同∃统领大学意识、大局意

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的湖南工业大

学核心价值观, 引导、规范校园文化和氛围, 使大学生能从现

实的生存状态和切身利益中有效地形成厚德博学、求实创

新、和而不同的主导性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以此指导着实践。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都以各种形式对学校德

育发展实践予以了报道。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高校教育者应

当充分认识到: 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既是国家事

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 也是我们党赢得青年、培育青年的

重要途径, 同时还是广大青年学生自身成人成才的根本要

求。因此, 在大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高校生活和学

习的关键时期 ,通过学校长期形成的核心价值观等各种有益

的方法和途径来引导和教育,使他们真正形成明德、精业、求

实、创新的符合社会发展的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能够这样,那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实现 #诗意地栖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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