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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束燕（20 1 9）指出，民办高校逐渐重视其学生的心理健

康，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采取心理健

康教育的有效技术手段，缓解民办高校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1]。张海帆（20 1 6）指出，民办高校加强了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建立大学生心理干预系统，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

案，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以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实效性[2 ]。杨惠容（20 1 7）指出，民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在师资配置、设备条件等方面比较差，民办高校要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渠道拓展，注重专职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培养，以提

升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质化水平[ 3 ] 。郜梦婕

（2019）指出，民办高校的大学生遭受社会的偏见可能会遇到不公

平待遇，同时民办高校自身缺乏长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致使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比较严峻，民办高校需要加强大学

生心理问题研究，探索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途径[4]。已有的文献

探索民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的颇多，为本文研究民办高校大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其解决策略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  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解决的意义

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解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

缓解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有助于实现民办高校人才培养

目标。

1.1缓解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民办高校要加强大学生心理问题解决，及时发现大学生的心

理问题，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提高大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改

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调整大学生的情绪，提高民办高校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

1.2实现民办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民办高校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人才，民办高校要重视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重视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创新，及时发现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引导大学生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以更好地实现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为社会培养身心

健康的高素质人才[5]。

2  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表现

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较多，主要体现在角色转换与适

应障碍、对网络产生过分的依赖性、交际困难造成心理压力、学

习与生活的压力、就业压力等方面[6]。

2.1角色转换与适应障碍

民办高校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环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

个适应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角色转化，但是部分大学生对于新环

境不适应，难以适应新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的教学模式、学生

管理方式等都不是很适应，心理上产生困惑或者失调，可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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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失落感、自卑感、焦虑感、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甚至有些

学生长期难以适应从而中途退学。

2.2对网络产生过分的依赖性

民办高校大学生对网络产生多分的依赖性，有些学生长期上

网成瘾，有些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空间不可自拔，甚至不愿意与

现实较多接触，在宿舍通宵打游戏、白天睡觉，长期以往不仅不

利于身体健康，业会给心理产生很大的问题，不利于大学生的健

康性格发展，甚至会让一些学生举止行为怪异、神情恍惚。

2.3交际困难造成心理压力

民办高校有一些学生个性突出，不愿意与人嘉璐，存在一定

的交际障碍，也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大学生不会独立自主地生活，

不懂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在交际中没有沟通的技巧，往往存在一

定的自闭倾向，有些学生的人际交往存在一定的功利性，也不利

于可持续的发展人际关系。

2.4学习与生活的压力

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可能存在偏科，也有一

些学生学习态度存在问题，学习习惯没有养成，进入大学之后，对

于专业课程缺乏认真学习的精神，“挂科”现象比较严重，影响毕

业证和学位证，在同学面前不自信，同时考研升学的压力很大，给

大学生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

2.5就业压力

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民办高校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可能

遭受就业歧视，在就业方面没有很突出的优势，民办高校部分学

生对于自身认知不足，对于工作的期待和要求过高，难以寻找到

理想的工作，可能造成就业困难，而给民办高校大学生带来一定

的心理压力。

3  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

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较多，本文主要从社会层

面、学校层面和个人层面来进行分析。

3.1社会原因

在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民办高校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给与

民办高校的评价较低，对民办高校存在一定的偏见，对于民办高

校大学生的认可度较低，对于民办高校大学生求职与就业、升学

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偏见，社会的偏见与不公平待遇会加大民办高

校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

3.2学校原因

民办高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比较薄弱，在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重视不够，投入不足，难以保证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有效性；同时，民办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缺乏系统的

安排，缺乏专业化的师资队伍等，甚至有些民办高校的心理健康

健康流于形式，只是单纯地设置心理咨询室，而没有配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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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心理辅导师资队伍。

3.3个人原因

民办高校的学费远高于公办院校，同时，民办高校学生在校

生活费业较高，但是能够获取的经济资助渠道较少，学生之间有

一定的贫富对比，可能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带来心理压力；同

时，民办高校学生的学习力较差，没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

为习惯，学习效率比较低，学习成果比较少，更难提升民办高校

大学生的学习热情，会造成民办高校大学生在学习方面存在困难，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4  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解决策略

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要有效解决，需要注重民办高校

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加强民办高校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

建立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传播体系等，以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的实效性。

4.1注重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

民办高校要注重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建立专业化的大学

生心理咨询组织机构，为大学生日常心理辅导和心理疏导提供平

台，能够让大学生及时寻找心理咨询帮助[7]；引入常规化的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导入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升大学生学习心理学

知识的兴趣；创新心理咨询的方法，针对民办高校大学生不同的

心理健康问题开展有效的心理咨询。

4.2加强民办高校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

民办高校要针对大学生不同的心理问题，尤其是人际交往方

面加强团体心理辅导，民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需要加强团体

心理辅导方案的制定，明确大学生团队心理辅导的目标、性

质、对象、人数、开展的时间频率及次数等，协助大学生之

间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大学生掌握人际交往的一些基本技

巧，缓解人际沟通障碍。

4.3建立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传播体系

民办高校要重视大学生自身维护心理健康的自发意识，唤起

大学生重视心理健康的自觉性和积极性[8]。民办高校要充分利用

新媒体、网络平台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传播，除了心理课

程，还需要充分利用微博、Q Q 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学

校电视台、学校广播站、学校的贴吧等传播心理健康教育的相

关知识，让大学生掌握一些心理调节和心理压力释放的方法等。

5  结论

总而言之，民办高校辅导员需要结合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掌握基本的大学生心理问题应对技能，加强对大学生在生

活压力应对、学习心理、网络行为、人际交往、恋爱与性、

自我意识、就业压力应对、危机干预等心理问题方面的应对，

并辅以新的心理辅导技术条件，注重学生的心理辅导与疏通，

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理念，能够有效地识别心理异常现象，

并且能够正视自身的心理问题，缓解心理压力，做健康、快

乐、积极向上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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