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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时代大学团员青年心理问题与应对策略 
张潆丹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摘要：团员青年是新时代最重要、最活跃的群体，但因环境、生活、情感、学业、就业、梦想不适应、不如意等多重交织，承
担着多重压力，导致心理困扰、心理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等心理问题多发高发，已经成为新的常态。作为承担日常教育管理的老师必
须勇于面对现实，从更深层次了解和分析其成因，探寻应对之策略，才能更好地破解学生教育管理中这一难点，从根本上改变大学
生心理健康告急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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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最后形成，心理尚未完全成
熟，在快速发展、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出现心理失衡，产生心理
困惑，进而发展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案例日益增多，这
给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在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
和新要求中，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大学生团员青年心理问题及应对策
略，不仅是职能所在，更是当务之急。 

一、新时代大学团员青年心理问题现状 
（一）大学团员青年心理问题现状 
以重庆三峡职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为例：大一新生进校，学校

便有一次针对大一新生进行的心理测评。根据近几年对我院团员青
年心理测评的结果分析得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占我院新生团员总
数近 40%，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单亲家庭的学生、家庭有
巨大变故的学生占大多数。而在测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中，平均 45
个人当中就有近 5 名学生有自杀倾向或曾经有过自杀行为。除此而
外，都是一般心理问题，其中生理疾病原因占 5.6％，人际关系占
27.8％，恋爱问题占 22％，学业压力占了 33.3％。 

（二）大学团员青年心理问题表现 
根据学院对每年学生心理测评的结果分析和学生现实问题显

现，学生中比较常见的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1、心理困扰。通常是由于对大学生活不适应，对自己本专业

的不喜欢，学习竞争压力过大等原因导致，属于心理问题中最为普
遍，最轻微的现象。 

2、心理障碍。心理障碍主要是源于早年的心理创伤，或前期
患有心理困扰，对于大学生心理障碍主要有以下 3 种类型比较多见： 

（1）焦虑症。焦虑症的主要表现是无明确客观事物的焦虑紧
张担心，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压得自己喘不过来气。 

（2）抑郁症。抑郁症以情绪低落，闷闷不乐为主要特征。如
果控制不当，严重时会反复出现自杀的念头。 

（3）强迫症。一种是过分追求完美，不能承受任何一种失败。
另一种是当做一件事情很痛苦的时候，往往会寄托于另外的事情来
避免这种痛苦。这就是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的，有的学生宁愿整天呆
在寝室里玩游戏，也不愿意去上课的一种表象。 

3、精神病。精神病属于心理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心理疾病。
最常见的就是精神分裂症，主要表现为恐惧焦虑、幻听幻觉等等。 

二、新时代大学团员青年心理问题成因分析 
（一）学习不适应形成压力 
对于自主学习、独立生活可能一时无法适应，遇到问题就手足

无措。此外，也有学生在当初考大学、选专业是迫于家庭压力和父
母主导，导致这些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 

（二）环境不适应产生孤僻 
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远离家乡，面对陌生环境，竟不知

所措。所有这些，都会渐渐导致学生在大学生活中产生心理问题。 
（三）多种落差扭曲了心态 
大学生人人都心存美好梦想与愿望，但往往出现不尽人意，甚

至事与愿违。比如评优表彰名落孙山导致心态失衡、感情受挫走不
出象牙塔等等。此外，大学生的自由任性与规矩意识形成对撞，自
我中心与团队要求形成对撞，高期望值与能力不足形成对撞，在这
种落差和对撞中滋生起不健康的心理问题。 

（四）自身特定因素形成阴影 
比如早年有某些心理阴影，幼小心灵受过创伤，单亲家庭或家

中有重大变故，这类学生患心理问题的几率比正常的同学要高出很
多。 

（五）迷恋网络导致难以察觉的心理问题 
由于网络特有的隐秘性和虚拟性，某些时候网络也会成为诱发

心理问题的“恶之花”。一些学生对网络产生了一种依赖性，有的
迷恋网络甚至形成了网络成瘾综合症。同时，取悦于网络虚拟世界，
始终觉得现实没有网络世界好，形成了厌恶心态。 

三、新时代大学团员青年心理问题应对策略 
（一）细观察，早介入 
如果学生一旦出现心理问题，必然会在某些细节和小事中显现

出来。比如一个平常很乐观开朗的学生，突然变得低沉或少言寡语，
或者突然间出现无故持续性旷课等。这些往往可能存在心理困扰，
需要及时释放、解脱。这就需要辅导员随时密切关注，提前介入，
帮助学生查找问题，引导好情绪管控。 

（二）多倾听，再劝说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大多是心中藏有故事的人。要他们把这个故

事拿出来分享，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关心，一个尊重。所以，当我们
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交谈时，就要注意交谈的方法，就要多倾听，
而不能简单地、直截了当地教育、劝说。只有当学生真正从内心上
接受了你，我们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能增强劝说、引导效果。 

（三）察倾向，重干预 
心理问题一旦没有得到及时管控，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大学

生滋生自杀的想法并不一定是突然产生的，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
显现一定预兆。所以，我们在对待心理问题严重的学生时，必须要
动员隐秘力量全面关注，全程关注，采取情感干预、激励干预等组
合措施，才能收到更好的干预效果。 

（四）建立支持系统 
学校应建立心理问题筛查、干预、跟踪、控制一体化机制。同

时，成立心理协会、爱心小组、俱乐部、心灵热线，通过整合这些
业余心理咨询平台、学校心理咨询机构和专业医疗机构，构建起大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立体支持系统。 

（五）建立家校联动 
当我们发现学生有严重心理问题时，首先要建立预案，落实“一

对一”措施。在采取多种渠道干预的同时，应及时向领导汇报求得
支持，向学校心理工作机构报告取得帮助，向学生父母反馈安排治
疗。只有通过家校联动，解决学生心理问题才能事半功倍，才能真
正做到防范于未然，真正做到尽职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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