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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医学生承载在未来保障全民健康的使命，必须加强

对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其能够积极面对生活以及

工作上的诸多困难与挑战。每个人都是群体性、社会性

动物，都是不能脱离群体生活的。在不同群体中，往往

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也是不一

样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现阶段，每年的校园突

发事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心理健康状态异常导致，特

别是医学类院校，或因为家庭原因，或因为学业原因，

或因为宿舍人际关系交往，总的来说，心理比较脆弱，

遇事容易浮躁或自我否定，甚至偏执。这也说明了个体

的心理健康和群体行为密不可分的，而研究群体行为对

于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有重要意义。1

影响

一、班集体行为影响

班集体是学生为了求学而组合在一起的正式群体。

班集体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课堂

上，我们不难发现，在很多课堂中，如果第一排的位置

空置出来，只要后面的位置勉强能坐下，同学们都选择

坐在后面的位置。类似的从众心理，不仅发生在课堂座

位上，也表现在分工不明确的小组作业中，由于社会惰

化，个体在群体中工作不如单独工作时那么努力，久而

久之，导致了学生的成绩也变差，医学生的专业课程，

衔接性和专业性很强，如中间知识落下，那后面补救起

来也很难，最后，学生只能以“学不会”或者“对医学

不感兴趣”为理由不了了之，甚至无法顺利毕业，学业

上的压力也直接导致了学生产生自我怀疑，自信心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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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甚至抑郁等心理问题。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班集体活动尤其多，如运动会，

篮球赛，班级学术竞赛等等，而作为班集体的一员，如在

一个群体凝聚力强的班集体，往往能感受到更大的幸福

感，处理事情也是富有能量的。相反，如处于一个四分五

裂的班集体，学生的集体观念弱，一旦遇到需要大家商量

的事情，就会形成冲突且很难调和，这种情况下，学生也

会产生对社交的恐惧，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消极的影响。

二、宿舍群体行为影响

宿舍是大学生活的主要场所，一个关系融洽的宿舍，

会让学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积极的面对和处理。

宿舍群体中的冲突原因有很多，如，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念不尽相同。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所接触的学生矛盾

中，有 80% 的矛盾来自宿舍矛盾，而大部分都是因为生

活习惯不同而导致的，如作息时间不一致；再如，成员

间未能摆正心态，不正当竞争。学习本来是一个互相沟

通学习，从而得到促进与提高的过程。但是如果把握不

当，当不同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时，也会导致一些学

生的负面的心理问题。总而言之，宿舍的关系是否和谐，

和学生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

三、其他群体行为影响

其他群体，如社团，学术组织，甚至是三五好友，

都是学生在校群体行为的表现。社团组织是大学课余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通过参加不同的社团组织，不

仅可以发挥自己的爱好特长，以此增强自信心，还可以

通过参加学术组织，提供自己的学术知识。

社团组织有利于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业的

学习能力，树立正确的交友观，提高学生的归属感。曾

有调查数据表明：80% 的学生表示，当遇到挫折或者压

力时更倾向于向社团朋友求助或倾述，通过角色转移，

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学会理解和善待他人，这也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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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步入社会，如何待人处事有着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

用。最后社团组织对于患有心理疾病的特殊群体的治疗，

有辅助作用。如社团为一些忧郁、压抑的学生提供了展

示自己才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参加各种活动中分散

不良情绪，有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策略

一、群体形成阶段，采取“理论＋活动”的形式，

开展新生入学教育，引导新生走好大学第一步。

1.1 开展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新生教育宣讲。大学，

俗话说也是半个社会，学生对于人际关系重要性的理解，

以及对人际关系技能的获得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进入

大学后的归属感，从而影响了其心理的健康。在新生入

学教育里面，专门就“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人际关系技

能”两个方面，在新生中进行全面启蒙教育，对今后他

们处理人际问题，提供了可参照的方案。

1.2 组织户外拓展活动，开展关系破冰活动。新生入

学，对群体有自然的向往，同时也有担心自己无法融入

的焦虑，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让同学们

瞬间感受到来自集体的凝聚力和爱，加快了学生把自身

看作群体成员的进程，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准备了

一个较好的心理状态。

二、群体关系震荡阶段，强化群体骨干学生的作用，

加强对群体成员的心理状态的了解。

当成员开始把自己视为该群体的组成部分时，就会

进入一个发生群体内部冲突的阶段，冲突涉及到谁将管

控该群体或者该群体需要去做什么。工作中，辅导员很

多都是身兼几个班，无法对班里的每一位学生都有全面

的了解，为了更有效率地掌握学生信息，特别时心理状

态的信息，就需要建立“辅导员 - 班委 - 舍长 - 成员”的

双向反馈渠道，去及时掌控学生的心理状态。在班委团

队里，工作细分到点上，并且形成记录，每周复盘，无

法解决的问题，定期开会商讨方案，及时解决，从而达

到减少冲突的目的。

三、群体关系规范阶段，适时地开展团建活动，稳

固群体结构，增强学生的认同感。

即便是在关系比较稳固的阶段，成员之间也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小问题，也许会和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观点不

一致，通过团建活动，促进群体去包容这些不一样的声

音。医学类院校中，特别是 95 后的学生群体，有主见，

自尊心强，加之学习压力大，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有

些学生的心理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这个时候，群体的包容和接纳就非常重要，而团建就是

群体接纳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式。

四、群体行为执行阶段，增强学生学科专业学术素

养，增强核心竞争力，培养学生自信、自强。

学生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学习，而作为专业性较强的

医学，更是如此，医学生的学习任务繁重且难度大。经

统计，每年心理普查后出现异常的学生中，有超过 50%

的学生是因为成绩差，可想而知，成绩好坏对于医学生

心理健康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班集体，还是校内学术

组织，均可以就提高学生成绩为出发点，组织学术类的

活动，一来，可以提升学生对医学的兴趣，二来，基于

群体的效应，学生对于学习的效率也有所提高。最后学

生对于学业的信心增强，有利于心理健康发展，有效加

强高校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建设。

结束语

医学生肩负救死扶伤的使命，其心理健康的关注需

加强，我们呼吁大家在群体生活，多一些关注身边的医

学生，多给予他们一些温暖和鼓励，也是一种贡献于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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