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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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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滋病因具有高病死率、传播速度快、危害性大、无特效疫苗等特点，使当今社会仍然处于“闻艾生变”、“谈艾色变”
状态，如何在规避艾滋病消极影响同时减轻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成为当今社会需探讨与解决问题之一，旨在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并维护公民基本权益。本文通过探析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以期提高高校学生综合管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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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艾滋疫情传播主要场所，截止 2017 年 6 月北京报告感

染艾滋病病毒学生累计 1244 例，在 59 所高校读书，其中男男同性

传播比率约为 86.7%，同年长沙岳麓区疾控中心调查数据显示感染

艾滋病病毒学生有 106 名，高校聚集度较高岳麓区病患数量达 603

人。在高校感染艾滋病病毒学生数量不断增多背景下有意将病毒传

染给他人现象屡见不鲜，如浙江传媒大学某学生故意传播艾滋病病

毒主要为了报复社会。基于此，为引领高校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探

析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1. 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研
究必要性

1.1 有利于高校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基于艾滋病危害性大、致死率高、无特效药、传播速度快，为

此当今社会仍然笼罩在对艾滋病毒的恐惧中，加之人们对艾滋病毒

的认识不透彻，未能用正确眼光看待艾滋病及病毒携带者，对病毒

携带者心理带来极大压力。基于此，高校需深入了解大学生健康情

况，关注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状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干预，减

轻其心理压力，使之能被社会接纳，避免其他师生用有色眼镜看待

病毒携带者，继而助其身心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贯彻立德树人，

赋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渗透性，提高高校育人质量 [1]。

1.2 营建安全稳定高校学习生活氛围
部分学生在感染艾滋病后心理压力不断加大造成内心扭曲问

题，产生自卑、消极、暴力、报复社会等负面心理，严重影响高校

安全与稳定。这就需要高校加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干预，助其

用正确心理看待疾病，重燃对生命的希望，在学习实践中遵纪守法，

肩负公民责任，积极配合治疗，争做艾滋病防控宣传使者，削减高

校艾滋病病毒预防阻力，继而营建安全稳定高校学习生活氛围，为

高校顺利完成人才培养任务奠定基础，体现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心理压力疏导必要性 [2]。

2. 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

2.1 自我否定
有些学生在发现自己患有艾滋病后第一反应是自责，陷入“悔

不当初”的旋涡里无法自拔，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逐渐变得

盲从且缺乏主见，无法再驾驭自己的人生，似乎成为被病毒操控的

“木偶”，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无法在学习与生活中找到乐趣，

将感染病毒归咎于自己不够好，有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2 担心被社会遗弃
当今社会对艾滋病仍感到恐惧，在就业创业竞争日趋激烈背景

下与普通学生相比，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业创业压力更大，他人对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言行上的反馈成为其内心压力不断累加主要内

因。因担心被社会遗弃，部分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会在学习与生

活中选择隐瞒病情，这既不利于病毒预防，又不利于改变社会对艾

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看法。

2.3 报复社会
部分患有艾滋病病毒学生之所以会选择报复社会主要源于个人

在完全不知情状态下感染病毒，在恼怒、愤恨、无助等心理状态共

同作用下将报复社会视为抒发内心负面情绪重要途径，用他人的痛

苦转嫁自己的痛苦。高校学生长期处于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性格会变

得扭曲，暴力倾向严重，形成反社会型人格，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因

素，与高校人才培育终极目标相悖。

2.4 逃避现实
有些高校学生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产生极大心理落差，感到梦想

与美好生活遥不可及，为此开始变得抑郁并自暴自弃，学习成绩一

落千丈，迷恋网络虚拟世界，无法与他人交流互动，逐渐丧失社交

能力。与担心被社会遗弃的学生群体相比，有逃避现实心理倾向的

学生会主动抽离社会，将自己变成“装在套子里的人”，通过逃避

现实寻求安全感，严重时还会丧失社会实践能力 [3]。

3. 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应对心理压力方式
为确保高校教育工作顺利进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纾

解势在必行，为此高校教育工作者需做到以下几点，保障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能有效应对心理压力：第一，以人为本。通过对高校艾滋

病病毒携带者心理问题进行分析可知，受个人承受能力、性格特点、

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不同患者心理压力表现形式各异，为此高校

教育工作者需针对患者心理特征加以干预，在以人为本前提下多渠

道纾解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健康工作有效性；第二，守正创新。通

过教育帮助患者应对心理压力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才核心素养，为此

高校需在立德树人基础上展开具体工作，加之创新实践，探索更多

攻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健康发展难关途径。

3.1 加强宣传教育，营建良好校园环境
首先，高校需在日常教书育人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为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同时教师需在专业课程内宣讲艾滋

病防治有关知识，做好艾滋病教育宣传普及工作，弥补健康教育疏

漏之处，助推心理健康教育朝着常态化方向发展；其次，高校可借

助板报、校内刊物、校园网站及广播等媒介展开宣传教育工作，为

师生了解并学习艾滋病有关知识提供有力条件，与传统宣传教育形

式相比，在“融媒体”加持下宣传教育内容更具感染力，能被师生

接纳，教育内容推广力度更强，达到营建良好人文环境并引领师生

及患者用正确心态对待艾滋病目的；最后，高校可定期组织文娱活

动，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展示个人风采、融入集体、宣传艾滋病防

控知识搭建平台，以歌舞、小品、话剧等形式为依托输出宣传教育

理念，突出学生宣传教育主体地位，继而在人性化环境下达到解决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问题目的 [4]。

3.2 创新教育模式，多角度减轻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
为有效帮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减轻心理压力，高校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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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积极创新并坚守教育初心，在教育改革理念加持下完成教书育人

任务，助推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例如，教师可鼓励学生以“要爱不

要艾”为主题拍摄微电影，搜集微电影作品并鼓励学生在线浏览、

点赞、评论、转发，由师生共同选出优秀作品，在校内及校外网站

上展播，发挥微电影心理健康教育作用，引领学生找到负面情绪纾

解端口，继而有效减轻其心理压力。再如，高校可邀请社会各界艾

滋病患者来校开办座谈会，使学生看到就算患有艾滋病还是能够享

受生活、参与工作、回归家庭、拥有爱情，指引学生端正心理状态，

发挥榜样力量，对个人及未来重燃信心。

3.3 优化育人体系，形成教育合力
第一，高校需明确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将立

德树人视为根本任务，将德育、美育、体育、智育、劳育关联在一起，

使学生在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素养较高前提下学习进取不断成长，

有效减轻其心理压力；第二，高校需积极与家庭沟通，在家长帮助

下完成心理健康教育任务，助力学生应对心理压力。这就需要高校

建立学生家庭档案，开展“千位教师进家庭”活动，通过家访、微

信沟通、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家庭教育实况，为教师有计划、有目

的指引家长帮助学生重塑自信心，解决自卑、暴力、恐惧、焦虑等

心理问题给予支持，使“家校合作”育人效果更优；第三，社会各

界需正视艾滋病，用同理心对待患病学生，崇尚科学理念，肩负引

领艾滋病病患回归社会公民责任。参与“校企合作”活动企业需为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提供顶岗实训机会，以校内“艾滋病患者服务小

组”为依托，发挥医疗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公益等机构

应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作用，统筹调配心理压力纾解所需

资源，满足患病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需求，助力学生成功创新创业，

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继而优化高校育人体系，形成教育合力，

有效应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高校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进

行研究具有助推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营建安全稳定高校教书育人氛

围必要性。基于此，高校需在了解患病学生逃避现实、报复社会、

担心被社会抛弃、自我否定等心理问题前提下，加强宣传教育，营

建良好校园环境，创新教育模式，多角度减轻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心

理压力，优化育人体系，增强学校、社会、家庭联动性，形成教育

合力，助力学生应对心理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塑健全人格，继

而提高高校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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