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本文采用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贫困大学生的个案访谈，分析其社会支持网络的特征发现：政府、社会、学校正式

性的社会支持主要对贫困大学生以经济上的支持，但支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案主的压力。父母家庭这种非正式性支持也

主要在经济方面给案主以支持，社会情感性支持较弱。而给于贫困大学生情感性支持的主要是同乡、老同学老朋友、现在
的同学尤其是舍友。社会支持网络存在着经济支持力度不够、忽视情感性支持社会支持的负面影响，不同网络缺乏有机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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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大学生主要是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在校期间无
力缴纳学费，基本生活费用难以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标准,
日常生活没有经济保障的大学生。这些年，由于高校扩招
等一些原因,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迅速增长,据官方统
计：截至 2004 年，全国 1552 所普通高校中,共有全日制在
校生 174 万人, 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 20%，人
数在 240 万左右, 其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人数约占在校生
总数的 5%～10%。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贫困大学生
不仅体质相对较差,心理健康水平也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社
会支持作为调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机制, 对于贫困大学生获
得来自学校、社会、家庭、同学、朋友等方面的帮助,保持心
理健康, 顺利完成学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
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络还存在着各种问题，这严重制
约了贫困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本文就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采用极端或偏差型个案抽样方法，通过对生活中遇到诸多
问题、社会支持网络偏低的贫困大学生的访谈，探寻贫困
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络的缺陷，为改善贫困大学生的社会支
持网络提供依据。

一、相关理论

社会支持指满足个人需要的资源或具有资源提供功
能的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网络就是这种各种关系构成的复
杂网络。国内外学者一般从“来源”与“功能”两个角度对社
会支持进行分类：从来源分类,一是将社会支持分成正式支
持关系和非正式支持关系，一是将社会支持关系分为强关
系和弱关系。由政府、学校、企业、社区和非盈利组织等团
体提供的支持称为正式支持,基于血缘、亲缘、业缘、地缘和
私人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称为非正式支持关系；互动次数
多、感情深、关系亲密和互惠交换多的为强关系, 反之为
弱关系。从功能分类,社会支持可分为工具性支持和社会情

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主要指经济支持、实物提供、工作分
担和信息帮助等; 社会情感性支持包括情感上的支持和人
际交往中的支持,表现为友情、同情、理解、尊重等精神性因
素的提供。

社会支持对贫困生的身心健康有着深刻的影响。利用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张兰君的调查
发现,安慰关心、经济支持、倾诉方式、朋友支持、参加活动
五方面社会支持水平的高低, 对贫困大学生的焦虑程度有
显著影响。其他如生活、疾病、学习和信息支持,对于改善贫
困大学生的体质,促进其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张长伟通
过质性研究,发现国家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学校、朋友同
学构成了贫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还发现社会支
持网络在解决贫困生的经济和情感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还存在支持力度不足、忽视负功能、网络之间缺
乏联系等问题。在已有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来源的研究中,
陶艳兰发现：学校、亲戚或兄弟姐妹主要提供工具性支持,
老同学和老朋友、网友、恋人主要提供情感和精神上的支
持,父母、大学里的好朋友则是多面向的支持来源,辅导员
或老师, 特别是心理咨询人员提供精神性支持, 但作用较
小。

二、研究

（一）选取个案———抽样
本文采取偏差型个案抽样。我们将抽取遇到诸多困

难，社会支持网络水平偏低的贫困女大学生进行研究。虽
然这种抽样方法所抽取的案例不具有一般贫困大学生的
代表性，但是就我们研究目的—探究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
网络结构缺陷而言，这种极端抽样更能够说明问题。少数
民族贫困大学生由于语言文化等因素，在学习生活、语言
沟通、社会交往上更容易出现问题。研究发现，女大学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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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贫困大学生相比社会支持更低。所以，我们选取少数
民族贫困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二）质的研究———访谈(资料整理)
我们选取的个案是一位来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

困女大学生。该案主一家五口人，家中年迈的爷爷早已因
冠心病卧病在床，常年用药。父母年纪已逾五旬，家中的哥
哥早已结婚分家，家中只靠父母种田维持家计，家庭月收
入不足 500 元，哥哥已有新的家庭且并不富裕，对家也没
有什么经济支持。

我们发现，政府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了“助学贷款”这一
有效的解决学费的问题。助学贷款一定程度担当了家庭的
经济支持的功能，但是我们还发现这也一定程度引起了申
请国家助学贷款的贫困大学生的还款紧张和压力。该案主
告诉我们，他现在很怕毕业后找不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有
些害怕不能把父母带出贫困，甚至还不起助学贷款。还有
一种经济支持，就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给与的一些助学金，
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活费用的问题，但是一般的助学金
都会限制一条“成绩优异”，这也就把有一门考试不及格的
贫困大学生拒之门外了，来自西部少数民族的贫困大学
生，由于语言文化障碍，往往是努力认真学习之后还是有
不及格现象。而助学金也会给贫困大学生带来一定压力，
就如社会报道的那样，有些自主人士要求受资助的贫困大
学生不能够有电脑一样，贫困大学生在消费方面显现出一
些压力。

据以往研究发现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对案主的支
持主要以经济上的工具性支持为主，社会情感的支持较
弱。特别是本文的案主，访谈发现，由于文化上父母一定的
权威等级和父母年龄偏大的原因，案主与父母的交流较
少，代沟严重，社会情感性支持较弱。而由于和哥哥年龄上
相差也较大，也不存在什么社会情感性支持。而嫂子确实
给了案主一定的感情方面的交流。

学校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也主要是正式性的。辅导
员、教师、心理辅导室、学生会、班委是主要为贫困大学生
提供支持的主要对象。但访谈我们可以得出，这些对贫困
大学生的支持很少：由于案主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背景，
案主在与同学正常交流上、学习上、社会交往上乃至心理
上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本来以为大学生提供服
务支持的辅导员、教师、心理辅导机构、学生会班委都没有
起到自己标榜的那种作用。辅导员大多以学生的管理者、
贫困助学金的中介出现。而在这“教师与学生分居”海峡两
岸的漳州校区，学生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向教师求助。而心
理咨询中心，大多数同学也都持这种看法，一般不去那里
求助。案主还同时反应漳州校区内，勤工助学的机会太少，
贫困大学生其实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助。

至于社会情感性支持，我们发现了三个群体，老朋友
与老同学，现在的朋友同学尤其是舍友，老乡。案主反应心
里有什么事情，遇到什么烦恼会向自己原来的老同学诉
说，而与现在的同学关系中，与自己宿舍的同学相交甚密，
自己有什么困难会向他们求助，而与其他同学关系一般。
“老乡”即指的是同乡的人，他们来自同一地方，生活饮食
方面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对于案主来说，老乡范围一定程
度扩大了，即同民族的人，由于他们文化背景相似，有一定
的相亲性，他们能给与同乡以学习、情感上很多帮助。

在对贫困大学生的访谈中，我们发现，政府社会学校
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对案主以经济上的支持，但支持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案主的压力。父母家庭这种非正式性支持也
主要在经济方面给案主以支持，社会情感性支持较弱。而
给与案主情感性支持的主要是同民族的同学、老同学老朋
友、现在的同学尤其是舍友。

三、问题与对策

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高校体制
改革而出现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它的解决应该依靠政
府、社会、学校和学生及其家庭等网络的共同努力。但是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还存在诸多不足,
直接影响了贫困生问题的解决。

首先,经济支持的力度不足。在经济支持方面正式社会
支持网络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对于贫困生的迫切需
求,目前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助学
贷款金额有限，各种奖、助学金较少，发放面较小；高校中
勤工助学岗位少、金额有限。

其次,忽视情感支持。无论是政府、学校,还是家庭、亲
戚,都把支持的重点放在经济支持上,注重解决贫困生的经
济贫困问题。在贫困大学生的情感支持上,只有老乡、老同
学以及现在的同学朋友给他们帮助。学校、社会、家庭支持
不够。

第三,忽视社会支持的负功能。一方面,社会支持对于
解决贫困大学生实际生活学习问题、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有
一定作用。但是,社会支持也会有逆向缓冲作用,当个体处
于压力状态下时, 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反而使得个体对压
力的体验更加强烈,应付压力的办法更少。助学贷款以及助
学金也相应的给贫困大学生带来一定问题。作为即将成年
的大学生,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观已经开始树立,而贫困
大学生受助后,始终生活在期望和压力之中,产生“自卑”、
“抑郁”等心理问题。

第四,不同网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不同网络各自在经
济支持、情感支持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内在
的必然联系,但从目前的现状看,它们缺乏有机联系,没有形
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和网络,这直接影响支持的效果。

要增强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络，首先要加大国家社会对
贫困生资助的力度，主要还是多开展勤工俭学的机会，实
现贫困大学生的自助。其次，机构专业化、人员专业化，加
大对贫困大学生心里的教育。最后是加强现在大学生各种
社会网络的连结，家庭与学校、同学与同乡各种网络实现
很好的连接，为贫困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网络支持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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