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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生快乐、幸福、成功的基础前提，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心理健康的意义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

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既能了解自己，又能接受自己，有自

知之明，即对自己的能力、性格和优缺点都能做出恰当、客观的评价；对自己不会提出

苛刻、非分的期望与要求；同时也能努力发展自身潜能，即使对自己无法弥补的缺陷，

也能安然处之。心理健康是指一种状态，也是当前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育也

是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最重要的途径。现代教育不仅要培养富有智慧的人，更要培养心

理健康的人。

因此，大学教育不仅要满足大学生适应自身的认知需要，还要满足大学生丰富多彩

的精神需求。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新形势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

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编写了

《心理健康教育》这本教材。

本教材紧密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其在学习、生活、情绪、人际、恋

爱、网络、职业等多种实践中遇到的困惑进行讲解。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是

本书的特点。本教材以心理健康知识基本理论为基础，紧紧围绕大学生在人格成长和完

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心理问题，通过心理健康知识理论和一些简单实用的心理调适方法

讲授，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学生通过本教材相关章节附的心理健康状态自测表

做自我评测，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了有关著作、教材和网站的相关成果，在此，谨向有关作

者和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仁和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限于编者的水平，书

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可以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相关从业人员等的

参考书。

                                  编　者

                                  2016 年 3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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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情绪犹如温度计，能使人沸腾，也能使人冷却。

摆脱不幸的阴影

张某，男，大学二年级学生。他从记事起，就与妹妹在奶奶家生活。奶奶对他们很好，

他与妹妹感情很深。在上大一时，妹妹因车祸成了终身残疾，不久，奶奶又去世了，他

非常痛苦，情绪起伏很大，一度失眠，有强烈的失落感和不安，每天都在迷迷糊糊中度过。

案例分析：案例中的张某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情绪反应。

原因分析：导致张某这些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是家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案例指导：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一些不良情绪是正常的，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从痛

苦中摆脱出来。

（1）不要压抑自己的悲伤。过分压抑自己的情绪反而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人们在

遭遇某些重大的生活挫折之后，自然会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影响学习和交往。没有人

会认为你是幼稚、软弱的，要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

（2）妹妹致残，奶奶离世，是生活中“难免的丧失”。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要

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既来之，则安之”，应该把奶奶的爱变成学习的动力，并且担

起照顾妹妹的责任，相信明天会更好，以乐观的情绪去感染大家。

（3）要把这种不幸当成自己生活的转折点，为自己提供战胜其他困难的信心。再

遇到困难、挫折时，你会想到：那么大的不幸我都挺过来了，这算什么。虽然生活并不

永远是美好的，但只要咬紧牙关，永不放弃，什么样的难关都可以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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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寓言这样说：在那久远得不能再久远的年代，诸神造出人。当他们发现人是

如此的聪慧，无所不能，居然跟他们差不多时，他们害怕了。于是，几个合伙造人的神

就集中在一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把人的最珍贵的东西收起来。当然这个意见

大家都同意，但收起来的东西该藏在哪里呢？为此，他们大伤脑筋。有的说，把它藏到

最高的山顶上，但担心人还是能爬上去拿到；又有神建议，把它藏在最深的海里，马上

就有反对意见，说人肯定也会想办法找到。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放在人

自己身上，放在人的心里 !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富有是精神的富有，真正的力量是精神的力量。

一切财富和成就均始于健康的心理，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我们做任何事，如果想

要取得成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关键。

● 大学生心理健康概述

● 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 大学生心理健康意义和途径

第一节　大学生心理健康概述

■　一、什么是心理活动

心理活动，应是人们或动物（具有心理现象）在进行语言、行为、表情等活动前所

进行的思维。人的心理活动有很多种，在不同的环境下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心理活动是没有完全相同的，多是相似，或是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因为人们没有

同时间完全相同的情感体验，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心理活动，绝对没有共同的心理演化

史，所以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只会有一定的时空差异，绝对不会有心理参数完全的相同。

那么心理活动包括哪些内容呢？总体来说只要是在人们或动物（具有心理现象）意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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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现实与虚拟的）都会成为心理活动的内容。

影响人的心理活动强度的因素主要有：

（1）认识水平；

（2）生活经验；

（3）性格特征。

■　二、心理活动特征 

所谓个性心理活动特征，就是个体在其心理活动中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特征，

主要是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

（一）心理活动特征内容

1. 能力（包括智力）

能力是制约人们完成某种活动的质量和数量水平的个性心理活动特征。一般说来，

人人都有一般能力，但不一定都有特殊能力。智力就是指的一般能力；人的智力正是由

各种认知能力构成的。

2. 气质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最早提出“体液学说”，后来罗马医生盖仑（Galen）做了整理，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气质类型。他们认为人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

胆汁。这四种体液在每个体内所占比例不同，从而确定了胆汁质（黄胆汁占优势）、多

血质（血液占优势）、黏液质（黏液占优势）、抑郁质（黑胆汁占优势）四种气质类型。

其典型心理特征如下。

（1）胆汁质。胆汁质的人是以情感发生的迅速、强烈，持久动作的发生也是迅速、

强烈、有力为特征的。属于这一类型的人都热情，直爽，精力旺盛，脾气急躁，心境

变化剧烈，易动感情，具有外倾性。

（2）多血质。多血质的人是以情感发生迅速、微弱、易变，动作发生也迅速、敏捷、

易变为特征的。偏于这一类型的人，大都活泼好动，敏感，反应速度快，热情，喜与人

交往，注意力易转移，志趣易变，具有外倾性。

（3）黏液质。黏液质的人是以情感发生缓慢、内蕴、平静，动作迟缓、稳重、易

于抑制为特征。偏于这一类型的人大都安静，稳重，反应缓慢，情感不易外露，沉默寡言，

善于忍耐，注意力不易转移，具有内倾性。

（4）抑郁质。抑郁质的人是以情感体验深而持久、动作迟缓无力为特征的。属于

这一类型的人大都反应迟缓，善于觉察他人不易觉察的秋毫细末，具有内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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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格

性格一词来自希腊语，原意是特征、特性、属性。它是个性当中最突出的方面。今

天我们理解的性格，乃是一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人、对事、对自己的稳固态

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譬如，有的人工作勤勤恳恳、赤胆忠心，有

的人则飘飘浮浮、敷衍了事；有的人待人接物慷慨、热情，有的则吝啬、冷淡；在自己的

态度方面，有的谦虚，有的高傲，有的勤勉，有的懒惰。所有这些都是人们不同的性格特征。

（二）性格与气质的关系

性格与气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关系极为密切。

1. 气质对性格的影响

首先，气质给性格特征全部“打上烙印，涂上色彩”。正如巴甫洛夫所说：（气质）

赋予每个个体的全部活动以一定的外貌。例如，同样是爱劳动的人，爱劳动这一性格特

征相同，但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在劳动中的表现则大不一样。胆汁质的人干起活来精力旺

盛，热情很高，汗流浃背；多血质的人则总想找点窍门，少用力，效率高；黏液质的人

则踏实苦干，操作精细；抑郁质的人则累得披头散发还是追不上别人。又如，同样是骄傲，

胆汁质的人可能直接说大话，甚至口出狂言，让人一听就知道他骄傲；而多血质的人很

可能把别人表扬一通，最后表露出略比别人高明一点，骄傲得很婉转；黏液质的人骄傲

起来可能不言不声，表现出对人的蔑视。另外气质对性格的影响还表现在气质可以影响

性格形成和发展的速度和动态。比如，胆汁质的人比黏液质、抑郁质的人更容易做出草

率决定，而黏液质的人则比多血质的人办事更稳重。而且，胆汁质、多血质的人易于形

成外向性格，黏液质、抑郁质易于形成内向性格。

2. 性格对气质的影响

性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造某些气质特征，起码可以起掩盖作用。譬如，从体质上

和操作速度上来说胆汁质和多血质的人适于当外科医生，但前者易轻率，后者缺耐心。

但如果他们真的当了外科医生，这两种不同气质特征表现出的不适合外科医生职业的部

分都会经过意志努力而得到改正。再说，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可以形成同样的性格特征，

具有相同气质类型的人又可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所以，在气质基础上形成什么样的性

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格当中的意志特征。

■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概述

2002 年年初发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伤熊事件，让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关注达到顶峰。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已经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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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学生由于心理问题休学、退学的不断增多，自杀、凶杀等反常或恶

性事件时有发生。目前的大学生发展状况有喜有忧。喜是因为他们已有了很强的独立性

和自我经营、学习、发展的能力；忧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状况与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国人的

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各种各样的社会风气不断影响着原本单纯的大学校园，校园已

不是一片净土，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据了解，目前我国许多院校在每年新

生入学时都要进行问卷调查，然后把学生分成三类：问题比较突出的同学归到一类；问

题不大的同学归到一类；没有问题的同学归到一类。调查结果表明，在学校每年大量的

心理咨询的学生中，来自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占到一半左右。

大学生心理问题人群大体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存在一般性的成长心理问题，有

心理障碍倾向但不严重，一般性成长心理问题是大学生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一类则是

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障碍。成长心理问题大概包括：环境改变与心理适应的问题，心

理调适不当而出现的问题，人格发展、自我认知、情绪控制的相对偏差而引起的人际交

往、恋爱、性心理等方面的偏差。

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关系着全民族素质的提高，更关

系到人才的培养。据一项调查表明，当代人的素质不能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其

最欠缺的是心理素质，具体表现为意志薄弱，缺乏适应能力和自立能力，缺乏竞争意识

和危机意识，缺乏自信心等。究其原因，与不重视人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塑造有关。在

大学生中，有的因自我否定、自我拒绝而失去从事一切行动的愿望和信心；有的因考试

失败或恋爱受挫而产生轻生念头或自毁行为；有的因现实不理想而万念俱灰；有的因人

际关系不协调而自我封闭。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大学生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心理障碍

发生率高，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主要疾病。心理障碍则指心理疾病或轻微的心理

失调。当代大学生大多是因身心疲乏、紧张不安、心理矛盾、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或面

临难以协调的矛盾等而产生心理障碍，有些同学的心理碍障产生时间短、程度较轻，随

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或减缓；个别则时间长、程度较重，最后不得不休学甚至退学。心理

障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心理活动和行为方面。

专家认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存在着诸多原因，其中人际交往排在第一位，

但是性与恋爱所造成的危害却最严重。首先，在人际交往中，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

子女，在生活上的娇生惯养、学习上的一帆风顺，让他们很少受到挫折，独立生活能

力差，大学生活与想象上的落差，以及同学生活上的差异，比较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动

荡。其次，在性与恋爱上，校园的开放使性与恋爱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话题，一些学

生难以把控自己，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走向极端。再次，在学习上，许多大学生到了

大学就想放松一下，但昔日的高材生走到一起，没有了往昔的优越感，学习压力增大。

调查结果表明，理科生的学习压力与文科生相比更为突出。最后，严峻的就业形势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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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带来新的压力。

近年来大学生一次性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据专家预测，今后大学生就业难度将

进一步加大。目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步入全面发展时期，已有许多院校

成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机构，有一些院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已具备规模，开展了一些

诸如心理沙龙、心理交流等活动，宣传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必要性，一些专业化的心理健

康教育与心理咨询队伍正在逐渐成长。同时，大学生自身也意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许多院校学生自发地建立了心理社团，

有些还自编自演心理剧来宣传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

■　四、判断心理健康的基本原则

大学生的年龄一般在 18 ～ 23 岁，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正处于青年中期。因此，

大学生的心理具有青年中期的许多特点，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又不能完全等

同于社会上的青年。心理是否健康一般采用量表测量，其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

着时代的变迁、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

心理健康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对内部环境具有安定感，对外部环境能以社会上

的任何形式去适应，也就是说，遇到任何障碍和困难，心理都不会失调，都能以适当的

行为予以克服，这种安定、适应的状态就是心理健康的状态。

一般判断心理是否正常包括以下三项原则：①心理与环境的统一性；②心理与行为

的统一性；③人格的稳定性。人格是个体在长期生活经历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个性心理特

征的具体体现。

第二节　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首先，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密切配合，

共同努力，使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能够在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学校要营造和优化一个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文化环境，来促进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的形成，构建一个心理健康的大环境。其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还要将国外先进的科

学理论与我国国情结合起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与德育、

传统文化教育和成才教育充分结合起来。我们全社会都要正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才是

最重要的，家长和学校应该从小就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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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

从当前的情况看，多数大学生的心理是健康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据抽样调查和研究发现，目前大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有以下几方

面的问题。

（一）心理问题者数量呈上升趋势

据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等机构透露，有 16%~25% 的大学生存在心理

障碍，表现症状以焦虑、神经衰弱、强迫症、恐怖和抑郁为主。研究同时表明，女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比男生严重，农村同学比城市同学严重，一般院校比重点院校严重。

（二）心理问题是造成大学生辍学、自杀的主要原因

据北京市 16 所院校调查分析表明，因心理疾病休学、退学人数分别占因病休学、

退学人数的 37.9% 和 64.4%；在因心理疾病休学、退学的学生中，神经症患者分别

占 76.1% 和 54.8%，而神经症又以神经衰弱为主。最近几年，江西省每年都有因心

理问题而自杀的大学生，也有因为心理问题离家出走的大学生，而且此类情况有上

升的趋势。

（三）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问题突出

据江西省有关院校调查，江西高校的独生子女数量大约占到大学生总数的一半，近

年来出现轻微和重度心理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因恋爱双方同是独生子女互不体谅对

方，导致恋爱失败使学业受到影响，引发自杀倾向的，占有自杀动机人群的 80% 以上。

江西省某所高校近一年接待因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导致焦虑症、强迫症、抑郁症等症状

而心理咨询的学生达 500 多人，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而办理休学、退学和转诊的学生有

25 人左右。

目前大学生在不同环境、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心理问题是不同的。比如刚入学的

新生不适应环境，容易出现独立与依赖的矛盾，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容易失意、焦虑，

甚至神经衰弱。学习方面，有些大学生是无法承受学习上的压力；有些是缺乏学习兴趣，

导致厌学情绪，还有一些存在学习困难。人际关系方面大学生会面临宿舍人际关系紧张，

与异性交往有困难，还会面临自我方面的问题，如自我体验问题、自我评价问题与自制

力问题等。大三、大四学生面临着就业困扰，恐惧、烦躁、困惑打破了他们的心理平衡，

使他们意志消沉，对生活、前途缺乏信心，对未来处境茫然无措，更有甚者觉得生存没

有意义。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目前大学生心理问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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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三个方面：心理困惑、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其中大部分学生存在心理困惑，这

是轻微的心理问题，并不影响学生的健康发展。但是心理困惑得不到及时的调节和疏导，

就会发展成为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而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的调适和治疗，就会发展为

心理疾病。心理疾病则会严重影响到人的健康，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

■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对心理健康是这样定义的：“所谓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

智能以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的状态。”

根据处于青年中期的大学生具有的心理特征，社会对大学生特定的要求以及心理健

康学的基本理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可以概括为 7 条。

（一）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

在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都有相应的心理表现。心理健康的人，认识、情感、言行、

举止都符合他所处的年龄段。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应该是精力充沛、勤学好问、反应敏捷、

喜欢探索。过于老成、过于幼稚、过于依赖都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

（二）保持对学习较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智力正常

智力正常是人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心理条件，它能反映出一个人认识事物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大学生的智力结构包括六大要素，即观察能力、注意能力、想象能力、记忆

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如果智力有缺陷，心理发展水平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只

有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才能在学习生活中保持好奇心、求知欲，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获取成功。

（三）能保持正确的自我意识，了解并接纳自我

自我意识是人格的核心。心理健康的学生了解自己，接受自己，自我评价客观，既

不妄自尊大而做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也不妄自菲薄而甘愿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自信乐

观，生活目标与理想切合实际，不苛求自己，能扬长避短。

（四）善于调节与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心境

情绪影响人的健康、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的学生能经常保持愉快、开朗、

乐观满足的心境，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他们虽然也有悲、忧、哀、愁等负性情绪，

但能主动调节；同时，能适当表达和控制情绪，喜不狂、忧不绝、胜不骄、败不馁。

（五）具有完整、统一、健全的人格

人格是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人格完整是人格的基本要求，如气质、能力、性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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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等方面的平衡发展。心理健康的学生，在行动的自觉性、果断性、顽强性等方面都

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能采取合理的反应方式，具备面对失败的不屈性、

面对厄运的刚毅性、面对困难的勇敢性，并以此为中心，把自己的需求、愿望、目标和

行为统一起来。

（六）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善于交往

人际关系状况最能反映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的学生乐于与他人交往，能用尊重、

信任、友爱、宽容、理解的态度与人相处，能分享、接受，给予他人爱和友谊，与集体

保持协调的关系，能与他人同心协力，合作共事，乐于助人。

（七）能保持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环境适应能力包括正确认识环境以及处理个人和环境关系的能力。心理健康的学生

在环境改变时能面对现实，对环境做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使个人行为符合新环境的要

求；能和社会保持良好的接触，对社会现状有清晰的认识。

■　三、大学生应重视的八个心理健康问题

（一）大学生活适应问题

大学生要适应大学生活，完成自己作为“社会人”与“文化人”的任务目标，在学

校和老师的帮助下，完成社会化，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自立能力、生活能力弱的情况普遍存在

尽管各大院校都在倡导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但作为社

会中的一员，大学生普遍不能较好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这不仅仅表现在独生子女身

上，也同样表现在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身上，大学生连最简单的劳动都不想做，衣服

找人洗，被子请人洗，有的学生宿舍集体请钟点工，帮助收拾内务，清洗衣物。经

济困难学生家长为不能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感到对不起孩子，作为一种补偿，

不会让孩子干更多的活，所以大学生的生活能力仍旧很弱。一部分毕业生面对日益

激烈的人才市场，思想和心理准备不够充分，于是不知所措，等着家里想办法。丢

失毕业证书、户籍证明等事件每年都有发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处理日常事

务能力的不足。

2. 大学生对挫折的心理承受力弱

目前的在校大学生，成长于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之时，物质条件在逐步好转，兄弟姐

妹减少，可以说是“一路高歌到大学”，在校有老师宠着，在家有父母捧着。一旦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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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生活、感情方面的挫折，显得无所适从，感觉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有的甚至怀疑

人生。多数大学生只能听顺耳话，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更别说老师和同学的批评了。困

难学生在独立性、自由感、自信心等方面更易受挫折。面对就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学

生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担心受挫。

（二）学业问题

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压力大、学习困难等问题

始终困扰着大学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学习目的不明确

自习路上永远有匆匆的身影，但其学习目的往往是不明确的。很多同学为了应付不

得不参加的考试而学习。有的学生甚至直截了当地回答：“为了考试过关，至于为什么

学心中没有底。”还有学生这样写道：“在中学时代，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出色，进入大

学后，沿用中学的习惯学习，尽管成绩还算理想，却常常感到心力交瘁，学而无所获。”

更多的学生是“懒得精益求精，但求蒙混过关”。面对就业的巨大压力，大部分学生都

有危机感，但真正要努力学习，却提不起精神来。

2. 学习成绩不理想

学习困难的学生虽然在大学生群体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他们的负性情绪，对学

生的成长是不利的，有的学生上课注意力无法集中，有的学生不适应大学生活，有的

学生入学时很努力，经过一学期的学习，没能拿到奖学金，因而自暴自弃，没有了学

习动力。“小学、中学都是尖子学生，但个人自制力弱，大学期间较为放任，因而学

习差了，到大学后一下子变为普通学生”；“虽然学习上很尽力，上大学就是为了求学，

但是学习成绩总是不理想，因而感到很自卑，也十分压抑。”调查中有 42% 的学生经

历过考试失败。

3. 学习动机功利化

市场经济的利益杠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面对学习，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功利意

识。对还没学的课程，学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学习这门课程有什么用？”由此形成

了专业课、基础课门前冷，而技能类课程，比如计算机、股票、外语各种证书班摩肩接踵、

门庭若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证热”正是学习功利化的直接表现。学生了解到市

场对各种证书的认可，因此放弃了专业课去追逐各种“有用”的证书。

4. 学习动力不足

在大学生生活事件表中，列在第一位的是学习压力大。调查结果表明：有 69.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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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和 54% 的老生感到“学习难度加大，非常困难”。在座谈中问到学生为什么学习时，

学生淡淡地说：“为学习而学习。”一位大二学生也写到：“学习始终不能进入状态，

总感到是在巨大的考试压力下被动地学，而静下来想为什么学时，会感到很苦恼。”特

别是一年级学生，认为“学习负担重，难以应付”的占 70.4%。

（三）情绪问题

稳定、积极良好的情绪反应是学生成才的重要因素，也是心理健康中值得重视的方

面。如表 1-1 所示：大学生的负性情绪高于正性情绪，值得引起重视。

表 1-1　大学生情绪自我评价

选　项 正　性 中　性 负　性 负性与正性差

舒畅—压抑 31．7 26．8 41．6 9．9

愉快—烦恼 21．9 30．6 47．6 25．7

充实—空虚 14．2 21．9 63．9 49．7

平和—烦躁 3．3 18．6 78．1 74．8

1. 情绪失衡

大学生的社会情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与内隐性，表现在情绪高低不定、波动大、

喜怒无常，会为一次考试失败、情感受挫而一蹶不振，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会

因一点小小的胜利而沾沾自喜。特别对负性情绪的控制比较弱，表现为情绪易怒、高低

不定，难以驾驭自己的情感，不能保持一种常态的情绪，例如有的学生一次考试失败，

很难从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群体负性情绪是校园事端的直接制造者。如某大学十年违

纪处分的统计中，打架的占到 48%，起因大多是生活中小的摩擦，学生的群体情绪一旦

激发，会不受理性与校纪校规的约束，为“朋友而战”，为“义气而战”，当情绪稳定后，

多是后悔莫及。学生对大学生活的评价认为充实的仅仅占 13.2%，负性情绪明显高于正

性情绪。

2. 抑郁

抑郁表现为心中持久的情绪以低落为主，还伴有身体不适、睡眠不足等，心情沮丧、

压抑、无精打采，懒得参加各种活动，提不起精神做事情。根据某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

抑郁排在心理不适的首位，家庭亲和感差、家庭经济状况差、连续的考试失败、失恋、

失去亲人、同学感情失和等都是抑郁的直接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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