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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贫困大学生主要指家庭条件较差，生活拮据的一部

分大学生。这部分大学生普遍来自于农村，在其初高中

阶段，主要生存在县城，所以贫富差距并不明显，所接

触的资金需求也并不大。但是到了大学阶段，由于大学

普遍建设在大都市，所以大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

绝大部分的贫困大学生面对繁华的大都市，往往会出现

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对自我出身的否定，以及

对于财富的狂热追求等，导致贫困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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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不尽如人意，则本文展开如下内容探究：

2　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危害的主要表现

2.1 自暴自弃是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危害的

主要表现之一

当前，我国的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危害的主要

表现之一就是自暴自弃，其根源就是贫困大学生的自我

否定。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初次来到繁华的大都市，

往往会导致其无所适从，高昂的消费水平，也并非是贫

困大学生所能够承担的。同时，高校大学生贫富差距过

大，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往往会因为炫耀的心理等在大

学中频繁的自我营销，导致贫困大学生对于财富出现错

误的认知。所以会在学习的生涯中不断的否定自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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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自身接受的教育更加良好，

大学的起步阶段，也往往而更加优秀，就给了贫困大学

生一个贫穷就是原罪的思想引导。从而导致贫困论大学

生自暴自弃。

2.2 虚伪自私是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危害的

主要表现之一

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危害的主要表现中，另

一个表现方式就是虚伪自私。此类贫困大学生普遍不认

为贫困是自身的错误，而是将其定义为父母的错误，认

为自己没有一个良好的出身，才会导致自己是贫困阶层。

于是，这类贫困大学生会努力的划清自己和原生家庭的

界限，会在人群中和其他的贫困大学生分开距离，将自

己定义为普通大学生，或者学着富人阶层大学生一样，

营销自己。但是其自身没有资本，所以就会采用欺骗等

方式，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利益，最终导致其无法继续

在大学生活。

3　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表现

3.1 自卑心理是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

表现之一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现形式非常多，常见

的一种形式是自卑心理。自卑心理的出现，是因为两个

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带来的自我不认同。对

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其自身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做到

和其他得到大学生一样，进行同学聚会，频繁的参与交

际等，更无法同富有阶层的大学生一样进行自我营销。

这就导致贫困大学生被自动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贫困

大学生只能和贫困大学生归类。同时，学校的领导层面

对于贫困大学生也不够关注，导致贫困大学生认为，财

务就是高校之中人际交往的关键，所以其对于自身不认

可，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是应该远离大众的。所以就

会产生自卑的心理。第二个原因就是高校之中，不再完

全友好的人际关系所导致的。对绝大部分的贫困大学生

而言，其本身就是被嘲笑的对象，尤其是很多的经济条

件好的大学生，自身都对贫困大学生嗤之以鼻，加上其

本身通过自我营销获得的强大人气，就进一步的压迫了

贫困大学生的生存空间，导致贫困大学生难以有效的和

人群接触。久而久之，贫困大学生就会认为自己是被同

学所遗弃的那一个。

3.2 孤僻心理是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

表现之一

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第二个主要表现就是

孤僻心理。即贫困大学生没有自己的交际圈和朋友圈，

导致贫困大学生直到毕业，也仍旧是完全孤独的。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贫困大学生无

法负担大学的人际交往开支。大学的人际交往完全不同

于高中，初高中的阶段，人际交往主要是共同学习、共

同玩耍，几乎不牵扯到经济上的花销和往来，所以在初

高中阶段，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并不大，贫困大学生也

可以因为自己的学识、性格等获得一部分的朋友。但是

在大学中，大学的人际交往已经开始社会化，社团活动、

班集体活动、寝室活动、学生私人聚会等，都需要有经

济作为基础，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其本身难以负担这

样的开销，所以贫困大学生就无法获得常规的大学交集

方式，也导致贫困大学生难以获得朋友，最终出现孤僻

心理。第二个原因是其想要掩盖自己不光彩的一面。对

贫困大学生而言，其人生中最大的污点就是贫穷，在大

学生中，贫困大学生往往也会因为贫穷而成为人们的笑

点。这种情况下，贫困大学生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往

往就不会选择和其他的学生进行交往，最终导致贫困大

学生越来越孤独。而且贫困大学生与贫困大学生之间，

也不会共勉，因为他们的眼中认为对方和自己有着同样

的原罪，所以不原因和对方交朋友。

3.3 虚荣心理是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

表现之一

当代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第三个表现就是虚

荣心理，即贫困大学生不满足于现状，想要通过一些特

殊的手段获得人们的认可，是自卑心理的一种发展。其

主要的问题表现有两种：第一种，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

利益，从而进行展示，以求获得同学的认可。当前贫困

大学生为了更好的融入大学生团体，往往会选择这种手

段，其本身想的并非是如何进行努力赚钱，勤工俭学等，

而是如何更快捷的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确保自己也能

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而由于当前互联网经济的发达，

所以滋生了多种让贫困大学生能够获得资金的方式，如

网贷等。这些方式有着极大的风险，会彻底的摧毁贫困

大学生的生活。第二种，通过压榨父母等，获得更多的

金钱，从而满足自己的需求。啃老的现象并不止出现在

社会，还会出现在大学生，很多的贫困大学生为了刚好

的和其他的同学接触，就会萌发出压榨父母的想法。其

不管不顾父母的生活情况，只是一味的要求父母给予更

多的金钱，从而满足自己的花销需求。

3.4 抑郁心理是当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

表现之一

目前，我国的贫困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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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要表现就是抑郁心理。抑郁心理的出现非常复杂，

包含了自卑心理的影响，也包含了孤僻心理的影响，甚

至还带有虚荣心理的影响等。其出现的原因一般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贫困大学生对社会认知受到了巨大冲击，从

而导致的抑郁心理。对于绝大部分的贫困大学生而言，

大学是一个分水岭，其已经走出了自己生存的小城市，

而需要进入到一个较大的城市生活。现代化大都市无论

从生活条件、生活理念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已经完全不

同于小县城或者农村的生活状态。其中需要作出的改变

非常巨大，绝大部分的贫困大学生都无法适应这种巨大

的变化，从而导致贫困大学生出现了抑郁的心理，主要

是对现代化大都市的无所适从。第二个就是贫困大学生

被长期边缘化而产生的影响。高校并不是一个绝对公平

的地方，教师数量有限，所以想要获得教师和同学的关

注，就需要不断你的展示自我。但是从入手开始，贫困

大学生能够展示的内容都太少，久而久之，贫困大学生

就被边缘化，无论是教师还是同学，都不会过于关注贫

困大学生。这就导致贫困大学生自身的交际越来越少，

最终出现了抑郁心理。

4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积极心理学的应用

策略

4.1 从培养积极的压力认知入手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当前针对贫困大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而提出的全新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针对当

前贫困大学生的状态进行全面调整的一种手段。其中手

套手段就是要让其对压力有一个积极的认知。贫困大学

生和其他大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生活条件艰苦，自身的

经济水平有限，所以在大学的生活中，经常面临了非常

多的压力，导致大学生在生活中，很难有效的提升自身

的能力，甚至会在重压之下出现崩溃的现象。而对于贫

困大学生而言，非积极的压力认知，主要是在面临压力

的适合，主观上进行自我否定，认为“我不行”“我不

能”“我难以完成”等。这些心理认知都会导致贫困大学

生在压力面前退缩，从而无法有效的强化自身，解决问

题。而积极心理学中，强调的是积极的自我暗示，即强

调“我能行”“我能做”“我可以完成”。在长期的积极心

理暗示下，贫困大学生会用于面对问题，任何贫困给予

的压力和困难，都将成为磨砺贫困大学生的砥石。贫困

大学生也就放弃了消极的态度，从逃避交往，变成努力

交往，从故步自封，变成积极的勤工俭学。在不断的自

我暗示下，贫困大学生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未来参加工

作之后，也会成为企业最需要的人才，从而改变自己的

命运。

4.2 从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入手

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积极心理学的另一

项应用就是从积极的心理品质入手，其中包含积极的理

想追求、较好的社会功能、建设性的人际关系、独立自

主的人格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等。这些积极性为核心

的品质，会保证贫困大学生敢于面对绝大部分的问题，

而且越战越勇。积极心理学认为人人都有积极的心理潜

能，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应着重于培养积极的心

理品质上。所以，贫困大学生应该具有一个积极的心理

品质，不是被动的鸵鸟式的承受，而是主动的承担自己

的责任，主动的寻求自己的发展。在积极心理学中，提

倡了三个需要：胜任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自主的需要。

三个需要是贫困大学生走出困境的必要手段。胜任的需

要是指大学生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某些工作，而不是认定

自己不能完成某些工作，并且将自己当做第一人选，从

而鼓动自己努力的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归属的需要，则

是将自己归类为某一个群体之中，这个群体不再是单纯

的以贫富为界定，而是基于某些能力的。是对自己能力

的认可。而自主的需要，则是积极乐观的面对自己，确

定自己有效的发展。

4.3 从培养积极的情绪体验入手

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积极心理学的应用

还应当是从培养积极的情绪体验入手。对贫困大学生而

言，心理问题的主要产生点就是不积极的情绪体验，如

自卑、孤僻等情绪，这些情绪长期郁结在贫困大学生心

中，就会导致贫困大学生自闭、虚荣等。所以，贫困大

学生应当具有足够的积极情绪。一般情况下，有两种积

极情绪体验最佳：第一种是鼓励与认可。对贫困大学生

而言，从大学起步阶段，就被其他同学所鼓励，所以当

某些人认可了贫困大学生，贫困大学生就可以非常好的

走出自己的内心阴影。这种情绪体验是外部赋予的，所

以贫困大学生在获得这种情绪体验的时候，往往会搭配

自己的付出，这就让贫困大学生看到了付出和回报的关

系，从而强化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面对这个社会。

第二种就是满足。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是对于现

状的不满足，认为自己“没有”“缺失”等，这些都是贫

困大学生给自己增添的心理枷锁。所以，贫困大学生最

需要的积极情绪之一就是满足，先要满足于现状，然后

不断的努力，对每一个阶段的成就感到满足，则可以充

分的消解贫困大学生内心的苦闷。这种情绪来自于贫困

大学生的心理认可，也更加具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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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从提供积极的社会支持入手

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想要充分的融入积

极心理学的内容，并不能单纯依赖高校，还需要社会力

量的介入。高校只是大学生的一个中转站，无论学年制

情况如何，大学生都必须加入到社会之中。所以高校对

于大学生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而社会的影响，才是其中

的核心。贫困大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但是在社会中，企业更加看重的是个人的能力，即意味

着贫富出身对于个人的发展影响并不大，也不是企业的

人才选择标准。所以贫困大学生离开学校后，反而能获

得更加公正的待遇。但前提是，贫困大学生需要更加扎

实的能力和知识，可以满足企业的具体需求，才能让其

在社会上和其他的大学生站在同一个起点。所以，高校

应当适当的举办一些企业论坛会，并且积极的进行校内

招聘活动的举办，让每一个贫困大学生都能切实的看到

社会的状态，让其认识到，出身对于个人的未来发展所

产生的影响并不大，个人能力和主动意志力的影响才是

关键。由此，贫困大学生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会更加

努力的完成学业，提升个人的能力，使自己更加的符合

企业的需求，从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高

校的屏蔽作用，社会中的阴暗内容，也不会渗透到高校

之中，所以更加适合贫困大学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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