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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高校教育中，学校和教师不仅要致力于提高学

生的专业理论水平、就业能力、科学文化素养及其身

体素质，还要格外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这对学生的

个人成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学生的心理问题被

搁置，那么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政治理念和精神品

性就会严重歪曲，教育成果也将因此而损毁。所以，

高校必须科学分析当代大学生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成

因，并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促进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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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成因分析

1. 网络环境

随着互联网以及多媒体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上

的信息资源可谓浩如烟海，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

多彩，为诸多学习工作活动提供了信息便利，对社会的

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推动作用。然而，信息技术是一把

双刃剑，它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来说也具有负面的影

响，这是不容小觑的问题。大学生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和

计算机网络，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相当庞杂的信息，而在

这海量信息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利因素，能够对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影响大学生的心智和思想观

念，误导大学生的价值理念，制造焦虑和矛盾。大学生

的人生阅历还很浅薄，思想缺乏深度，对经济、政治和

历史等社会科学理论的认识也很浅显，这些因素都致使学

生无法辨别不良信息，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中极易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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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雨，盲目从众，从而引起并加剧学生的心理问题。

关于网络环境给学生所造成的心理问题，具体来说，

首先，有很多来自西方的电影、音乐、小说以及游戏，都

蕴藏着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

下，很多大学生的三观会受到冲击，对我国本土的文化价

值和生活理念会产生怀疑。再加上西方的文艺领域发展较

早，传世作品的数量的确较多，这会打击大学生的民族自

信，滋长学生崇洋媚外的心理。其次，网络上有很多社交

媒体平台，比如微博、抖音、豆瓣和虎扑等，当大学生游

览其中时，会被很多片面的、夸张的言论带偏，从而产生

莫须有的、被过分放大的就业压力、婚姻焦虑。此外，在

某些言论的影响下，学生还会对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以及国家政策产生怀疑，弱化学生的家国情怀。最

后，流动于网络上的黄色视频、暴力游戏和血腥网站等都

会扭曲学生的心理，使学生的性情变得阴暗、乖戾。可

见，网络环境给学生心理所造成的问题是极为严重的。

2. 就业压力

诱发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就业。

在尚未毕业之际，很多大学生通过浏览网络上的社交平

台，就业新闻，听学长学姐描述就业情况等等，会对自

己未来的就业产生悲观情绪，加剧心理负担。比方说，

有很多机械专业的学生都片面地认为自己将来所从事的

工作与工厂紧紧挂钩，工作环境脏乱，薪水低，加班严

重，社会地位低等，随之就产生了焦虑。再比如，有很

多金融专业的学生都片面地认为如果自己将来不是名校

毕业的金融系研究生，或者由于自己出身寒门，就会找

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去当“金融民工”。又比如，有很

多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片面地认为自己将来必然会加班，

从事“996”类型的工作，甚至没有加班费，身体不堪重

负以至于住院。

上述三种情况都非常普遍而且典型，也都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加剧了学生的精神焦虑和

心理负担。学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偏见，主要有

以下原因。其一，很多大学生总是道听途说，听风是雨，

一接收到关于就业的碎片化的不利信息就信以为真，不

去调查研究，不去审视自我，就开始焦虑重重。其二，

很多大学生的三观不正，缺乏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和集

体精神，认为职位有高贵卑贱之分，不愿意从事体力活，

过分而盲目地追求金钱、社会地位和“体面”的工作，

于是便高不成低不就，在规划职业道路时茫然无措。其

三，很多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对就业市场的了解

仅仅停留在网络和众口之中，没有实际地展开调查，没

有积极地体验工作生活，参与实习项目，所以才会缺乏

主见，跟风焦虑，进而加剧了就业压力和心理问题。

3. 家庭状况

我国当代大学生由于家庭状况而产生心理问题已经

十分常见，很多学生都是因为家庭矛盾而焦虑、郁闷，

心理健康也因此而受损。具体说来，首先，有的学生是

因为自己所学专业与家人的期望不符，家长希望其转专

业、考证书，而学生并不以为然，不想顺从家长的要求，

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僵持不下，难解难分，心理承受能

力稍弱的学生就会因此而闷闷不乐，心理问题加重。其

次，有的学生与家人有长期矛盾，可能从中小学一直延

续至大学都未得到有效解决，这种与家人之间的对立冲

突会加重学生的心理负担，甚至会滋长学生的反社会人

格，严重时将导致学生产生心理扭曲，逐渐变得性情暴

戾，不愿与人友善相处。最后，部分学生的家长的育人

理念存在问题，学生的思想观念、情感价值和道德素质

都会受到密切影响。

4. 人际关系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根源出在了人

际关系上。首先，不少学生在与自己的舍友相处时会频

繁地发生矛盾，而且基本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矛盾

却始终得不到解决。比方说，有的学生半夜不睡觉打电

脑游戏，不戴耳机，声音外放，导致其舍友难以入眠，

在反复劝说之后仍不改正，舍友之间的矛盾就从此加剧，

学生的心理健康也会因此受损。其次，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都开始害怕与人打交道，自认为患有“社交恐惧症”，

热衷于蜷缩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生活，不参加社团活动，

不结实朋友，不参与线下聚会，从而变得越来越自闭，

与现实世界之间产生隔阂。最后，有的大学生在处理男

女感情问题时很不成熟，经常有学生因为失恋而郁郁寡

欢，或者由于追求不到自己所青睐的对象而自卑，过分

贬低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所有闪光点都视若无睹，渐

渐否定自我，心理问题也就随之到来，并逐级加剧，对

学生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由此可见，人际关系也

会给大学生带来非常恶劣的心理问题。

二、当代大学生实现心理健康的策略探析

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为了帮助大学生实现心理健康，高校必须加强对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将能够引导学

生走向正道，其消费观、人生观、道德观、职业观和价

值观都会取得进步，将能够摒除各种不良因素的侵扰，

在茫茫网络信息中辨别出有害的信息，并将之批判、指

正，发挥大学生的引领作用，净化网络环境和社会风气。

此外，随着学生思想政治观念水平的进步，学生的家国

情怀和民族自信都会提升，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和精益

求精的精神理念也会随之加固，学生所能收获的正能量



9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1期

也将因此而增强，心理也会越来越阳光、积极和健康。

基于此，高校应加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高

校应制定科学的思政教育体系，设计具体的教学框架，

铺设好每一项教学工作的细节，理清各项环节之间的联

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高效地推进下去。其次，高校

要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定期向学生推送有关心理健康教

育的视频、文章或测试题，尤其要针对社交媒体平台上

常见的不当言论，对学生进行思想宣传工作，肃清学生

意识中的毒瘤。最后，高校应当建立教学成果反馈机制，

让学生定期汇报思想，举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以此

来使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更加成熟、完整和进步，进而

推动学生的心理健康。

2. 帮助学生解决就业

高校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应当致力于提高学

生的就业能力，加强实践教学，从不同的角度帮助学生

解决就业问题，以此来减缓学生的就业压力和心理负担，

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一方面，高校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使

得学生在硬实力的支撑下不会顾忌毕业之后的从业问题。

这就要求高校加强开展实践教学，提高实践教学在课程

体系中的占比，组建科学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等实践活

动，提高学生的理论应用水平。另外，高校还应组建双

师型的教师团队，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使学生在学

习专业课程的过程中能够与相关企业直接接触，拓展学

生的眼界，丰富学生对就业市场的认识，进而提高学生

在毕业之后的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高校还要控制关于就业的舆论，不要让

学生的思想观念受到过多影响，以免学生产生莫须有的

就业焦虑，加重学生的心理负担。为此，各专业的教师

在平时的课程教学当中应该多向学生科普一些关于就业

的事情，用实例来疏导学生的就业压力，使学生对自己

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就业薪资和就业趋势等形成更加

全面的认识。此外，高校还应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经常推

送一些关于就业的信息，比如在学校官方的公众号上定期

推送往届毕业生的就业经历和心得体会，从而帮助学生更

加真切地了解就业情况，有效控制学生的心理问题。

3. 推进家校之间合作

为了帮助当代大学生缓解心理压力，实现心理健康，

高校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

还应该推进家校之间的合作，从家庭教育的视角出发，

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一方面，高校要充分了解每个

学生的家庭状况，探知学生与其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以及学生家长的教育理念，从而分析判断出学生的心理

问题的根源所在，在顺藤摸瓜的策略下帮助学生解决家

庭矛盾，端正学生的道德、情感和处世观念。另一方面，

高校有必要与学生的家长进行交流，要指出家长在教育

孩子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向其说明这些问题的

严重性和解决方法，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

促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和谐相处。如此一来，学生与其

家庭之间的矛盾就会明显缓解，心理问题也会得到有效

解决，进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4. 开设心理辅导渠道

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心理健康，高校有必要为学生开

设专门的心理辅导渠道，帮助学生解决各类心理问题。

学生不论是因为家庭、就业还是人际关系等其他因素而

产生心理问题，都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在心理导师

的疏解之下减缓心理负担，走出层层迷雾，迎来豁然开

朗。为此，高校一方面要给学生配备专业的心理辅导教

师，让专业人士来为学生答疑解惑，排解学生的困扰，

使学生的心理问题能够在科学方法的作用下逐步得到解

决。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在网络上打造类似于“树洞”

的倾诉平台，让学生有一个发泄、诉说的渠道，从而缓

解学生的精神压力，促进其心理健康。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教育过程中，促进学生的心理健

康是教师所必须重视的一项教学任务，这对于学生的个

人成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学生的心理健康受损，

那么学生的人格就很可能是残缺的，思想价值观念也会

逐渐歪曲，这会对学生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打击。为此，

高校应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解决就业，推进

家校之间合作，开设心理辅导渠道，进而帮助学生解决

以网络环境、家庭矛盾、就业压力和人际关系为根源的

心理问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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