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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问题

1.1严重缺乏心理安全感

从心理学角度看，孩子人格的形成在六岁左右，而孩子在

六岁之前与父母的关系最为紧密，所以父母关系对孩子心理状况

有着重大影响。离异家庭子女成长常常伴随着父母争吵，打

架，有些父母会将自己不良的情绪宣泄在孩子身上，孩子受家

庭影响对人际关系产生逃避，甚至排斥的心理。最亲密关系的

破碎使孩子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极度缺乏安全感，担心背叛或心

思极其敏感。大学生活不同于中、小学生生活，对人际关系的

处理的重要性变得日益重要，对学习生活有重大影响。一部分

离异家庭子女由于难以对人产生信任，所以很难与人交往与合

作，逐渐陷入孤立的境地；另一部分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心思

敏感，常对对方的不经意动作产生许多不必要的想法，导致关

系的破裂。

1.2自卑与过度得自我怀疑

家庭的破碎常使离异家庭子女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在学习和

生活中有着遇事会产生极度的自责心理，做事畏头畏脚，阻碍

自我能力的提升。在人多的地方，离异家庭大学生常常感到自

我不适，多喜欢自我相处，难以融入社会集体，甚至在生活中的

多次失败后，因未及时解决心理问题，发展成为逆反心理，做出

违反社会、伤害国家的行为。

1.3拥有错误的爱情观

大学阶段是个人身心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此阶段家庭和学

校对大学生恋爱的束缚减弱，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爱情。

一部分离异家庭子女往往会在“感情补偿心理”的驱使下，盲目

地追求爱情，犯下性错误。另一部分离异家庭子女由于家庭离异，

心理受挫能力往往低于其他普通大学生，一旦面对失恋等情况，

难以自我走出，走向自杀或刺杀恋人等极端情况。

2  解决措施

2.1从社会角度出发，可通过社会公益组织进行宣讲教育等

活动，为离异家庭子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宣传教育离

异家庭子女教育和相处的正确方式以及婚姻问题中夫妻离婚应采

取的正确方式和家庭离异的消极影响。政府部门，如民政局，可

对新婚夫妻加强婚姻生活教育，减少社会离婚率或减少父母离异

对孩子的伤害。

2.2各大学学校密切关注离婚家庭子女的心理状况，加强心

理健康建设。加强对心理委员培训，密切关注离异家庭子女的学

习生活状况。老师可多与学生进行交流，生活指导，帮助学生纠

正错误的心理认识，避免悲剧的发生。另一方面学校应重视学生

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让学生能够正确认识爱情，

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加强心理教育，正确看待与处理家庭变故，帮

离异家庭大学生心理问题及应对策略

罗海源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100

【摘　要】中共十九大、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等会议都表明了，青年的发展状况对国家发展有着深刻影响。随着我国经济、
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离婚率快速增长，离异家庭子女数量增多，大多青年来自离异家庭。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对社会
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当下离异家庭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单亲家庭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对国家与
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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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离异家庭子女克服心理问题，适应大学生活，提升自我能

力，对国家发展贡献更多的有生力量。

2.3父母应冷静处理家庭纠纷，避免大吵大闹，减少家庭离

异对孩子的直接伤害。在离婚后，细心呵护孩子成长，密切关注

孩子心理状况，常常与孩子进行心理交流，正确认识和面对父母

离异的变故。减少在孩子面前的抱怨或者一些负面行为，帮助孩

子正确人生观的树立。表达爱的形势和种类与很多种，无论如何，

让孩子能感受到爱与生活的美好。父母对孩子一些反常行为给予

更多的理解与正确认识，了解离异后孩子常有的心理特征，采取

正确的措施处理。虽然离异家庭子女常常会比同龄孩子早熟，但

并不代表父母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关心，相反，每个早熟孩子比普

通孩子更渴望被爱，来源于父母的爱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爱无法代

替的。

2.4就个人而言，在大学时期已经处于身心比较成熟的阶段，

留心生活中父母离异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进行有意识地克

服，积极接受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客观认识父母离异的问题，杜

绝将个人遭遇悲惨扩大化，努力充实自己，积极面对生活，在实

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对爱情与婚姻，多

阅读相关书籍或向心理老师询问，树立对爱情的正确认识，慎重

选择婚姻，避免下一代的重蹈覆辙。遇到心理问题，通过合理的

方式进行宣泄，无论何时，保持与外界的积极交往，扼杀自己想

走上极端的想法。

3  结语

离异家庭大学生的积极发展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

但最重要的仍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和大学生自我积极调节。家庭中

父母与孩子都需要加强自己在家庭中扮演角色以及其他家庭成员

角色的认识，相互理解，共同努力创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毫无疑

问，拥有和谐家庭关系和温馨氛围的原生家庭对每个家庭成员有

着积极作用，特别是是孩子的成长。与此同时，大学阶段的青年

大学生已具有较成熟的思想与是非观念，面对不能改变的生活变

故，应采取积极态度和正确方式。个人努力维系自己的家庭，每

个优秀的家庭将助力国家社会的发展，真正激发出青年的巨大社

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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