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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4月17日，上海芙蓉江路一大四女生因为找工作压

力过重，从家中跳楼身亡；2007年 5月11日成都锦江区琉璃路

661号的香江花园内，一女大学生金某由于多次找工作未成，又

被职介骗钱，跳楼自尽；2008 年 2月26日下午3：50 左右，北

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06 级研究生李冬旭在学校宿舍

楼地下浴室自缢身亡；2008 年 2月27日清晨 5：40 左右，人民

大学大四女生被证实坠楼身亡；2008 年 6月29日上午，南通大

学大四某男生因学校未发毕业证跳楼自杀……曾轰动一时的“马

加爵事件”更使得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引起广

泛高度的关注，而笔者所带的学生中，在近期内有一名女生因为

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而退学，一名男生因心理问题和舍

友不合而调房间。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1.心理健康的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

衰弱的表现，健康乃是身体上、心理上与社会适应方面良好而

完满的状态。”可见，健康既包括长期以来为人们更多关注的生

理健康，也包括被我们忽视的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等人认为有

以下十个标准：（1）有充分的自我安全感；（2）充分了解自己并

对自己的能力作适当的估价；（3）生活的目标能切合实际；（4）

不脱离现实环境；（5）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6）具有从

经验中学习的能力；（7）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8）能适当

地宣泄和控制情绪；（9）能有限度的个性发挥；（10）在不违背

社会规范的情况下，对个人基本要求作适当的满足。

针对以上标准，现代大学生要做到以下几点，才符合心理健

康的要求：（1） 能保持对学习较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2） 能保

持正确的自我意识，接纳自我；（3） 能协调与控制情绪，保持良好

的心境；（4） 能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乐于交往；（5） 能保持完整

统一的人格品质；（6） 能保持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包括正确认识

环境及处理个人和环境的关系；（7） 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 

2.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2008 年 7月 4日《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

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

人存在敌对情绪。此外，专家估计，中国近年来每年至少有100

名大学生轻生，而且这个数字呈上升趋势。随着生活环境和质

量的改善，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却愈演愈烈，广大的大

学生处在危机之中，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需要关注的心理不健康大学生的几种类型

１.对大学环境不适应的学生

大学生在大学这个“小社会”中，容易表现出这样或那样

的不适应：

（1）原先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例如，考入闽江学院的本

科生，在中学期间大多是位居班级中上水平的好学生，刚开始

都表现地十分自信，锋芒毕露。而在大学，像这样出色的学生

比比皆是，有些学生发现自己的优势不及其他同学，原来的自我

优越感也就大打折扣，巨大的心理落差使这些学生无法适应，

从而出现了心理问题。

（2）发现理想与现实有很大差距的学生。很多学生在中学

时就被灌输了考上大学就有工作、就解放了等错误的观念。这

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巨大的考试压力，激烈的竞争，还有沉重

的就业的压力使他们感觉到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差距，很多

大学生在这些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从而出现了心理问题。

（3）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大学中有许多学生是独生子女，

从小娇生惯养，但是确必须适应四个人、六个人一起挤集体宿

舍的环境。他们摆脱不了对父母的依赖，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的生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与同学室友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这些同学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很大。

2. 被巨大的求职和就业压力困扰的学生

连续两年的金融危机，使大学生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许

多毕业生在大四上学期就开始找工作，他们担心毕业后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心理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和城镇的

学生相比，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村学生对能否就业更为敏感，他

们中有心理困惑的比例也就更大了。还有些同学害怕面对社会的

压力，不敢去应聘、找工作。

3.谈恋爱的学生

谈恋爱的学生也常常有心理上的困扰。有的单相思、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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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受挫、甚至还有情感破裂的报复心理等。大学生正处在性

生理和性心理的成熟阶段，对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有些学生

甚至因一时冲动导致未婚先孕而痛苦不堪；有的甚至触犯了刑

法，留下终生遗憾。因此，辅导员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帮助

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

4.自我定位不正确的学生

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在积极地规划人生，不断反省自我，探

索自我，但又不知道大学的追求是什么。对于学习是为了什么，

自己究竟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后想要过怎样的生活等问

题的思索在不断困扰着大学生们。笔者所带的 2007 级学生，甚

至到了大学三年级，还对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前途一眼茫然，如

果不对这些学生进行适时、正确的疏导，他们会很容易产生心

理问题。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防御

1. 加强心理健康宣传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也十分重要，因为培养具有良好

道德品质和健康心理素质的学生是高等学校的德育目标之一。

学校可以利用校园的广播、网页、宣传栏或者开展一系列与心

理健康有关的活动，向学生传授心理健康知识。通过教育，增

强学生自我调节能力，并让学生认识到在自我调节无效的情况

下应主动寻求帮助。

2.心理健康咨询体系的建立

在当前的形式下，每个高校都应该成立专门的心理辅导站，

配备经验丰富的心理教师或者心理医生，满足学生关于心理健

康方面的咨询。从去年起，我院组织广大辅导员参加心理咨询

师培训，力图将我院的辅导员队伍打造成一支专业化的队伍。

今年10月，闽江学院成立了“心理辅导站”，开设了专门

的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每周一至周六上午的 9：00～11：30，

下午的1：30～4：30 为同学们服务，在同学们中产生了很好的

反响。我们如果遇到心理不健康的学生，就会建议他们到“心

理咨询与训练中心”咨询。

3. 辅导员、班主任要加强新生入学时的教育和入学后的谈话

辅导员、班主任对学生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上文指出的

几种不适应大学环境的学生主要还是新生。所以在开学之初，

就应该为他们指出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大学生活同以前生活

的不同之处，因为如果等到问题严重了才着手解决，就难以真

正解决问题了。而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如果发现生活、学

习不在正轨上的同学，要花时间耐心、细致地引导他，感染他，

将他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否则，说不定一个有潜力的学生

就会慢慢地走向心理不健康的深渊。

４.建立大学生心理统一档案

闽江学院在这点上做得较为出色。在每个新生刚来的时

候，都接受了“心理咨询与训练中心”的心理测试，中心的老

师们也都做了评分，并且将这些数据保送给各个系，让各系知

道哪些学生的心理有问题，需要留意，便于我们建立心理健康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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