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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相对富足，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习惯有所转变，经过线上问卷调查，大学生中普遍存在

饮酒行为，当今在校大学生中饮酒行为发生率为64%，每周

3-5次占1%，每周1-2次占5%，每月1-2次占61%，饮酒种类

以啤酒为主占85%，白酒次之占42%，红酒占23%。同时因酗

酒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和违纪行为屡见不鲜，饮酒酗酒行为

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高校在培养学生

专业知识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针对大学

生饮酒行为，高校管理人员要加强学生思想认识，规范学

生行为准则，科学管控学生饮酒行为，制定饮酒公约，拒

绝酗酒，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习惯，多措并举营造良好学

风校风。

1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饮酒行为的现状

影响大学生饮酒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多元化的，主要原因

是由家庭、社会、学校等外在因素构成的，同时也受学生

个人的内在因素影响。影响大学生饮酒行为产生的心理因

素主要包括社交需求、环境影响、个人认知等方面。

社交需求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促进沟通

和教留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媒介做为沟通桥梁，以促成人

际交往中所要达到的交际交流目的。酒作为交际媒介，历

史悠久，各地方形成的酒文化也不尽相同，人们通过酒来

抒发情感、增进情感。高校时期，是大学生价值观、身心

发育的关键时期，与高中的紧张快节奏不同，大学时期学

生与社会接触的也越来越多，行为受到社会的影响越来越

深，人际交往需求增大，大学生慢慢习惯用社会思维应对

大学生活，将饮酒生活带到求学生涯中，以期更好的适应

社会。调研发现，饮酒行为的大学生中，有65%的大学生认

为社交需求是大学生饮酒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见社交需求

是影响大学生饮酒行为产生的主要心理因素。

环境影响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我国对酒的

需求源远流长，生活中时时存在饮酒现象，酒依然成了人

们生活中重要环节，传统节日合家团圆、亲朋好友交流会

餐、客户同事协作互助等等都存在酒的身影。在传统文化

中，酒也是众多诗人抒发之物，唐代诗人李白对酒有大量

的描述，其中《将进酒》这首诗传颂千古，被誉为“酒诗

压卷之作”，同时在社会环境中，有“酒品见人品”的观

点，酒作为重要媒介，在国人增进感情、抒发情感的重要

一环。受环境影响，高校大学生普遍对饮酒是礼节和传统

的观念表示认可。调研发现，90%的大学生表示饮酒行为是

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基于他人劝说情况下，会产生饮酒

行为。社会环境影响是高校大学生饮酒行为产生的重要心

理因素。

个人认知是个人价值观形成、个人行为产生的核心。

高校大学生对饮酒的认知呈现较大不同，有持积极观念，

有持消极观念。持积极观念的高校大学生普遍认为，饮酒

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离不开酒，饮酒起到增进感情、

提高效率的作用。持消极观念的高校大学生认为，饮酒影

响身心健康，饮酒文化是糟粕。基于大学生个体的认知

差异，饮酒行为的表现也有较大差异。医学和心理学相关

研究表明，适当饮酒有助身心健康，过度饮酒有害身心健

康。高校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个人的自控

力还未成熟，对适当饮酒较难把握，很容易造成斗酒拼酒

的结果，进而对身心产生伤害。因此，培养大学生形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引导大学生对酒有客观的认识，避免危害

事件的产生尤其重要。

2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饮酒行为的管理措施

2.1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落实落细

国家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中，明确提

出要诚实守信，严于律己，自觉抵制黄、赌、毒等不良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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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部分高校在学生违纪处分管理中规定，对酗酒滋事，

扰乱正常的校园秩序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

学籍处分。随着教育改革，当代大学生中普遍存在未成

年大学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明确规定：“市场

任何经营场所都不能向未成人出售烟酒。”由此可见控制

大学生过量饮酒是有法可依的。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高校

对酗酒学生的处罚和管理并未完成落实到实处，存在对大

学生酗酒行为轻视的情况。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从制度上禁止大学生酗酒行为的产生，减少因酗酒造

成的危害事件。近年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生活

费相对富足，毕业季学生因饮酒过量打架斗殴、酒后驾车

造成交通事故的新闻屡见不鲜。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对酗酒

行为，严格管理，在关键时间节点，加强饮酒教育，引导

学生对饮酒行为有正确客观的认识，同时要营造良好的班

风、校风，通过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树立正确

观念，设置同学酗酒监督岗，对有酗酒行为的学生尽早介

入，尽早教育，避免恶性事件的产生。

2.2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做好学生心理疏导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大学生问题的根本，面对高

校大学生存在的饮酒过量行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应主动作

为，通过思想教育的引领作用，引导大学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对过量饮酒的危害有正确认识。在学生入学

之初，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开展饮酒专题教育，培养学生

对饮酒有正确观念，在辩论赛中增加饮酒的谈论，让学生

在活动中多方面了解饮酒行为，在重要节日、关键节点前

召开主题班会，禁止学生产生过量饮酒而造成危机事件。

同时高校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开展专题讲座，进一

步提高学生对饮酒的正确认识，明辨是非，将精力用在学

习健身和科研工作中。面对有经常饮酒行为、甚至形成酒

瘾的同学，高校教育工作者要第一时间介入，联合学校心

理教育中心，及时对学生开展帮扶和教育，严重的要联系

家长，共同跟进帮助学生尽早戒酒，必要时去医院进行专

项治疗，多方面引导关心帮助学生。

2.3营造健康校园氛围，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校园作为高校大学生的主要学习生活场所，校园环境

和氛围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

校园氛围使学生处在正能量和快乐的环境中，有利于培养

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对大学生中存在的不良

饮酒行为起到正向引导的作用，进而最大程度的降低学生

酗酒、斗酒的行为概率。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根据大学生饮

酒情况，开展主题鲜明的专题讲座，引导学生正确处理面

对的困难，缓解学生因学习和生活造成的心理压力，提高

学生应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杜绝因学习生活压力而造

成的不良饮酒行为。制定宿舍管理公约，培养大学生良好

的生活作息，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培养学生健康的

兴趣爱好，建立学习生活帮扶小组，全方位帮扶学生在学

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构建专业和兴趣社团，组织学生

积极参与，通过音乐、阅读、运动等方式释放自身精神压

力，调整自身心态，促进自身健康的良好发展，减少借酒

消愁的调整方式，避免因酗酒、斗酒产生的身心伤害。

2.4发挥干部模范作用，用好朋辈帮扶举措

高校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过程中，朋辈起到关键作用。

朋辈作用的发挥往往对学生的影响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学生干部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助力，在教师和学生之前起到

纽带作用，学生干部对学生的影响有时比教师的影响还要

大，因此要选好用好学生干部，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助手

作用。因此高校教育管理者要严格选拔和管理学生干部，

首先要把好学生干部的思想关，明确学生干部的主责主业

是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在学习生活中要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从学生干部抓起，杜绝不良饮酒行为的产生。其次把

好学生干部的能力关，明确学生干部是教师的助手，培养

学生干部协助教师处理事务的能力，在平时的学习生活

中，多留心身边的同学，有预判能力，面对可能发生的不

良饮酒行为，要及时劝导和跟老师汇报，共同帮扶好遇到

困难的同学，做好教师助手的同时，做好同学的帮手。最

后把好学生干部的学习关，明确学习是学生的主责主业，

将学习放在首位，引领身边的同学好好学习，一起培养健

康爱好，防范酗酒等不良嗜好的产生。

面对不良饮酒行为，高校要落实国家号召，制定相关制

度，完善监督措施，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价值观，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自觉抵制酗酒、斗酒等不

良饮酒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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