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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棳分析贫困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暎方法暋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棬斢斆斕灢椆棸棭对济宁医学院临床医学院的椃椃名贫困大学生和棾棿棸名非贫困大学生进行调查暎结果暋棻棭贫困生在抑

郁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非贫困生棬 椉棸灡棸 棭差异显著椈棽棭贫困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棽棾灡棾椄棩棳显著高于非贫困生

棬氈棽椊棿棻灡棾椄棳 椉棸灡棸棻棭暎结论暋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棳应根据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特点棳
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促进活动暎

关键词暋贫困棳大学生椈心理健康椈斢斆斕灢椆棸
中图分类号椇斠椄棿棿灡棽暋暋文献标识码椇斄暋暋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棸灢椆椃椂棸棬棽棸棻棽棭棻棸灢棾椂棽灢棸棾

斄旑斸旑斸旍旟旙旈旙旓旀旚旇斿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旇斿斸旍旚旇旔旘旓斺旍斿旐旙旓旀旔旓旓旘旙旚旛斾斿旑旚旙
斸旑斾旙旓旍旛旚旈旓旑旙旚旓旚旇斿旐

棳
棬斏旑旙旚旈旚旛旚斿旓旀斖斿旑旚斸旍斎斿斸旍旚旇棳斒旈旑旈旑旂斖斿斾旈斻斸旍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棳斒旈旑旈旑旂棽椃棽棸椂椃棳斆旇旈旑斸棭

斄斺旙旚旘斸斻旚椇 暋斣旓旙旚旛斾旟旚旇斿旐斿旑旚斸旍旇斿斸旍旚旇旙旚斸旚旛旙斸旐旓旑旂旈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斿斾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斸旚斿旙斸旑斾斸旑斸旍旟旡斿旚旇斿
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旔旘旓斺旍斿旐旓旀旈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斿斾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斸旚斿旙棶 暋椃椃旈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斿斾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斸旚斿旙斸旑斾棾棿棸斻旓旐灢
旐旓旑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斸旚斿旙旝斿旘斿旚斿旙旚斿斾旝旈旚旇斢斆斕灢椆棸旈旑斆旍旈旑旈斻斸旍斏旑旙旚旈旚旛旚斿旓旀斒旈旑旈旑旂斖斿斾旈斻斸旍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棶斣旇斿旚斿旙旚旘斿旙旛旍旚旙
旝斿旘斿斸旑斸旍旟旡斿斾斺旟斢斝斢斢棻棻灡 棶 暋斣旇斿旙斻旓旘斿旙旓旀旈旑旚斿旘旔斿旘旙旓旑斸旍斾斿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旐旓旑旂旚旇斿旈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斿斾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灢
斸旚斿旙旝斿旘斿旇旈旂旇斿旘旚旇斸旑旚旇旓旙斿旓旀旚旇斿斻旓旐旐旓旑棳斸旑斾旚旇斿旘斿旙旛旍旚旝斸旙旙旈旂旑旈旀旈斻斸旑旚棶斣旇斿旔旘斿旜斸旍斿旑斻斿旓旀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旙旟旐旔灢
旚旓旐旙旈旑旈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斿斾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斸旚斿旙旝斸旙棽棾棶棾椄棩棳斸旑斾旇旈旂旇斿旘旚旇斸旑旚旇斸旚旓旀旚旇斿斻旓旐旐旓旑棶 暋斖旓旘斿斸旚旚斿旑灢
旚旈旓旑旙旇旓旛旍斾斺斿旔斸旈斾旚旓旐斿旑旚斸旍旇斿斸旍旚旇旓旀旈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斿斾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斸旚斿旙棶斖斿旑旚斸旍旇斿斸旍旚旇旔旘旓旐旓旚旈旓旑斸斻旚旈旜旈旚旈斿旙旙旇旓旛旍斾斺斿
斾斿旜斿旍旓旔斿斾斸斻斻旓旘斾旈旑旂旚旓旐斿旑旚斸旍旇斿斸旍旚旇旙旚斸旚旛旙旓旀旈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斿斾旛旑斾斿旘旂旘斸斾旛斸旚斿旙棶

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椇斏旐旔旓旜斿旘旈旙旇椈斢旚旛斾斿旑旚椈斖斿旑旚斸旍旇斿斸旍旚旇椈斢斆斕灢椆棸

暋暋高校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棳特困生占到在

校大学生比例的棽棸棩暙棽 棩棳高校贫困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暎目前棳国内

外对贫困生心理健康研究中棳所涉及的因素比较

多棳包括贫困生主观方面的人格暍自我等方面棳也包

括客观环境及其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评价等方面

的研究棳总的来说棳比较全面棳但是各方面的研究并

不是很多棳也不是很深入棳因此棳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暎
本文通过对我院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棳

比较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心理现状棳并对贫困生存

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暎以便更好对这个群体普

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集体心理辅导棳对个别心理

偏异比较严重的学生进行个别心理辅导暎其意义

在于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大学生群体的重视和关爱棳
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为这个群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棳
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棳并为学校更好地开展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灡棻暋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取济宁医学院棽棸棸椆暍棽棸棻棸暍
棽棸棻棻三个年级学生椄椆椂名棳有效收回问卷椄棾棿份暎
贫困大学生棻棿名棳其中男生 椂名棳女生椆椄名椈非

棽椂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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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大学生椂椄棸名棳其中男生棽椆椄名棳女生棾椄棽名暎
被试年龄棻椄暙棽棾岁棳平均年龄棬棻椆灡椂暲棻灡椂棽棭岁暎
按照济宁医学院对贫困生的界定椇棻棭经济困难而无

法完成学业的暎棽棭家里提供的生活费不足以维持

正常的生活费用的暎棾棭有重大疾病的暎家庭提供

的月生活费在棻棸元以下的暎具备上述条件中的

棻条的学生视为贫困生暎
棻灡棽暋研究工具

症状自评量表棬斢斆斕灢椆棸棭椲棻椵椇症状自评量表棳具
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暎它共包含椆棸个项目棳包括

棻棭躯体化棬即由精神因素作用而引起的躯体不适棭暎
棽棭强迫症状暎棾棭人际关系敏感暎棿棭抑郁暎 棭焦虑暎
椂棭敌对性暎椃棭恐怖暎椄棭偏执暎椆棭精神病性及其他

棻棸大类暎每项按严重程度分为棻暙 级评分棳无棬棻
分棭椇自觉无该项症状椈轻度棬棽分棭椇自觉有该项症

状棳但对受检者并无实际影响棳或影响轻微椈中度棬棾
分棭椇自觉有该项症状棳对受检者有一定影响椈相当

重棬棿分棭棳椇自觉常有该项症状棳对受检者有相当程

度的影响椈严重棬 分棭棳自觉该项症状的频度和强

度都十分严重棳对受检者影响人际关系敏感严重暎
分数越高棳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暎
棻灡棾暋施测方法

用症状自评量表棬斢斆斕灢椆棸棭进行测评棳当场发

卷棳当场收回暎量表均以班为单位棳统一指导语棳集
体施测棳被测学生独立完成问卷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方法

全部 数据建 立数据 库输入计 算 机 用 斢斝斢斢
棻棻灡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贫困生与非贫困生斢斆斕灢椆棸 各因子分曒棾 分

检出率的比较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斢斆斕灢椆棸各因子分曒棾分检

出率棳根据有关标准棳当因子分曒棾时棳便认为该因

子症状的严重程度已达中度以上棳提示被试可能有

比较明显的心理问题暎被调查的棻棿名贫困生各

因子分曒棾检出率为棽棾灡棾椄棩棬棾椂人棭棳椂椄棸名非贫

困生各因子分曒棾棳检出率为椂灡棿椃棩棬棿棿人棭暎贫困

生与 非 贫 困 生 比 较棳差 异 有 极 显 著 意 义 棬氈棽 椊
棿棻灡棾椄棳 椉棸灡棸棻棭棳贫困生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于非

贫困生棬见表棻棭暎
棽灡棽暋贫困生和非贫困生斢斆斕灢椆棸各症状因子得分

的比较

从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的比较结果中

可以看出椇抑郁因子得分上棳贫困生得分高于非贫

困棳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暎贫困生敌对性因子得分低

于非贫困生棳其他各项得分贫困生高于非贫困生棳
但差异均不显著棬见表棽棭暎

表棻暋贫困生与非贫困生斢斆斕灢椆棸
各因子分曒棾的检出情况棬旑棳棩棭

项目
贫困生棬旑椊棻棿棭 非贫困生棬旑椊椂椄棸棭
人数 检出率 人数 检出率

躯体化 棸 棸灡棸棸 棽 棸灡棽椆
强迫症状 棻棸 椂灡棿椆 棻棿 棽灡棸椂
人际敏感 棻棸 椂灡棿椆 椂 棸灡椄椄

抑郁 椂 棾灡椄椆 棿 棸灡椄
焦虑 棸 棸灡棸棸 棸 棸灡棸棸

敌对性 棸 棸灡棸棸 椄 棻灡棻椃
恐怖 棿 棽灡椆 棸 棸灡棸棸
偏执 棿 棽灡椆 椂 棸灡椄椄

精神病性 棽 棻灡棽椆 棿 棸灡椄

表棽暋贫困生与普通大学生斢斆斕灢椆棸
各症状因子比较棬 暲 棭

项目 贫困生棬旑椊棻棿棭 普通大学生棬旑椊椂椄棸棭
躯体化 棻灡棾棸暲棸灡棾棽 棻灡棽棿暲棸灡棾棸 棻灡棿棾椆 棸灡棻棻

强迫症状 棻灡椄棿暲棸灡椃 棻灡椃棻暲棸灡棿椆 棻灡棿椆椃 棸灡棻棾
人际关系敏感 棻灡椄棽暲棸灡椂 棻灡椃棸暲棸灡棿椆 棻灡椄棻棾 棸灡棸椃棻

抑郁 棻灡椃椆暲棸灡椂 棻灡椆暲棸灡 棻灡椆椄椂 棸灡棸棾椂灣

焦虑 棻灡棿 暲棸灡棿棽 棻灡棾椃暲棸灡棾椂 棻灡椂椆 棸灡棻棻椃
敌对性 棻灡棾椆暲棸灡棾椆 棻灡棿棽暲棸灡棽 棴棸灡棽 棸灡椂棸棸
恐怖 棻灡棾椃暲棸灡棿椄 棻灡棾棻暲棸灡棾 棻灡棾棾椂 棸灡棻椄棽
偏执 棻灡棻暲棸灡棿椄 棻灡棿椆暲棸灡棿椂 棸灡棾棿棿 棸灡椃棾棻

精神病性 棻灡棿棿暲棸灡棾椃 棻灡棿棻暲棸灡棾椄 棸灡椂棿椃 棸灡棻椄
暋暋注椇灣 椉棸灡棸

棾暋讨论

棾灡棻暋贫困生与非贫困生斢斆斕灢椆棸 各因子分曒棾 的

检出情况的分析

结果 显 示 贫 困 生 的 心 理 问 题 检 出 率 为

棽棾灡棾椄棩棳明显高于非贫困生的检出率棳说明贫困大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棳这与许若兰椲棽椵暍孙永

明椲棾椵等研究结果一致暎其中人际敏感暍强迫症状暍
焦虑三因子排在前棾位棳分别占椂灡棿椆棩暍椂灡棿椆棩和

棾灡椄椆棩暎在人际敏感因子得分高的贫困生棳由于经

济的拮据带来的自卑感暍羞耻感棳使他们变得比其

棾椂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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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更敏感棳在情绪上和感情上很容易引起波动棳
贫困生有人际交往的强烈愿望棳但是敏感多疑使得

他们在行为上多表现为自我封闭棳导致人际交往出

现困难椲棿椵暎强迫症状因子分高可能由于这些大学

生从小学到高中棳一直处于不断升级的考试应激状

态棳大学宽进严出的淘汰制度带来的思想压力棳致
使其长期处于这种紧迫状态进而容易发展成为临

床强迫症状椲灢椂椵暎焦虑是指个体在预期面临原因不

明的危险处境时产生的一种紧张或局促不安的复

杂情绪暎贫困生经济和思想的负担都较重棳焦虑自

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暍自己的前途暍就业的压

力棳使他们又对自己能否找到工作或找到好工作而

忧心忡忡棳这种状态得不到很好的调整必然导致焦

虑不安的心态暎
棾灡棽暋贫困生和非贫困生斢斆斕灢椆棸各症状因子得分

的分析

从贫困生和非贫困生 斢斆斕灢椆棸各因子得分的

比较可以看出棳棻棸个因子中除了敌对性因子贫困

生的得分低于非贫困生外棳其他因子得分均高于非

贫困生棳提示贫困生心理问题较非贫困生严重棳与
国内的诸多研究结果相符椲椃椵暎其中抑郁因子的显

著差异揭示了贫困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棳抑郁是贫困

大学生心理问题较严重的表现棳这与已有研究结果

相吻合椲椄椵暎抑郁是一种过度忧愁和伤感的情绪体

验棳一般表现为情绪低落暍心境悲观暍觉得自己不能

胜任学习和工作等暎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椇由于长期生活在经

济和文化条件相对落后的环境中棳贫困生的文艺暍
体育暍交往等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暎由于受自身

经济条件的限制棳当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暍学习或交

友需要得不到满足时棳心理便失去平衡棳容易产生

否定自我的倾向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不能做出正

确的评价棳对未来产生迷茫悲观的情绪棳甚至消极

地对待人生棳这就很容易导致贫困大学生产生抑郁

心理椲椄椵暎另外从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强迫症状暍人际

关系敏感暍焦虑和恐怖四因子上的得分贫困生明显

高于非贫困生棳也就是说相对其他因子而言贫困生

在这四个因子上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更大暎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济宁医学院贫困大学生与

非贫困大学生相比棳贫困大学生的总体心理健康状

况较差棳更易表现出心理偏差棳贫困大学生存在的

抑郁心理较非贫困生严重暎这也和前面他人的研

究比较接近棳鉴于我院是包括棽椃个本科专业及专

业方向棳涵盖医学暍理学暍工学暍文学和管理学 大

学科门类综合类医学院校棳其中我们的临床医学

棬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方向棭为山东省特色专业棳
还有应用心理学专业棳可以很好地发挥我们的优

势棳提供更好的专业辅导棳提高贫困生的心理素质暎
结合研究中发现的贫困大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棳并
结合我校情况棳作者提出以下建议椇首先棳要加强对

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棳注重校园的文化环境

建设棳形成一种有利于贫困大学生群体健康成长的

良好氛围暎其次棳要建立贫困生心理档案棳分析其

存在的心理问题棳在此基础上对存在心理问题的贫

困大学生予以特别关注棳合理调整其心态棳使其获

得良好的情绪体验棳解除抑郁棳建立广泛和谐的人

际关系暎 后棳要积极开展心理咨询或心理辅导活

动棳尤其是团体心理辅导棳及时疏导贫困生的各种

心理困扰棳使其摆脱孤独感暍抑郁等心理困扰暎这

样通过多种形式的咨询服务及教育活动棳能提高贫

困生的心理素质棳提升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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