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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办教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本科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办高校学生占全国高校大学

生相当一部分比重,民办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分析当代民

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并提出几点途径提高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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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3年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

正式实施后,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发

展起来,截止2020年全国民办本科院校

共计433所。民办高校在学科设置方面根

据就业市场动态灵活调整,在课程设计

方面注重实操,加大校企合作力度,最终

目标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

发展输送大量应用型人才。不可否认,

民办高校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任何一所高校,“知”

和“能”教育都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但是心育在各大高校发展很不平

衡,尤其民办高校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目

标的定位下,对心育的重视程度相对薄

弱。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日渐突出。随着民办教育的发

展,民办高校大学生这一群体越来越受

到关注。如何提高民办大学生的心理素

质,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消极事件或环境

已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研究的重要

课题。 

1 积极心理学的定义 

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导论》的发

表标志着积极心理学的诞生。在此之前,

心理学家、医学家或社会大众把更多的

目光关注在不好的方面,如：生病、焦虑、

抑郁、无助、缺陷,不公、贫穷等等,这

与心理学本身是背道而驰的。积极心理

学倡导人性中的积极方面：幸福、快乐、

满足、希望、乐观、宽容等积极因素。

坚持以人为本,唤起人的积极力量,培养

积极思维、创造积极事件。人是积极主

动的一个群体,人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

获得幸福。近几十年,大量学者把积极心

理学引入教育领域,让积极心理学的成

果更好地为教育服务[1]。 

2 民办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近来年,高校大学生因为心理健康

问题发生意外的案例屡见不鲜。大学生

随着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增加心理素

质反而呈下降,这一趋势不得不引起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基于民办高

校的发展现状和学生特点总结出当代民

办高校大学生这一群体主要存在以下心

理健康问题。 

2.1自我评价低,抗挫能力差 

民办高校因其办学规模、资金支持、

生源质量及社会影响力导致社会大众对

民办高校社会认同度不高。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一方面,民办高校大学生对自己

本校的认知也会比较消极,觉得和公办

高校学生尤其是985、211院校学生还存

在很大差距,自我评价相对较低,觉得再

怎么努力也无法和公办高校的学生竞

争。但自身又缺乏行动力,一边抱怨,一

边又不改变。另外,当代大学生的抗挫能

力普遍较差。这可能与当代大学生大多

是00后,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从小衣食无

忧,缺少挫折教育有关。 

2.2学习兴趣不高,学习动力不足 

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学生的学习能

力整体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在学习上

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会产生自我怀

疑,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这种情况下

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轻专业文

化课,重实践活动,还有些学生功利主义

比较强,在大学期间忙着攀附各种人际

关系和各种兼职。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学习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很显

然是本末倒置,坚决不可取。另一种是自

暴自弃,既不学习也不热忱于社会实践

活动,整天浑浑噩噩度过,沉迷游戏。大

学的学习主要以自主学习为主,这需要

很强的自觉性和自控能力。2020年上半

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大高校主要

在线上学习,但是最终结果来看,学生的

学习效果不甚理想。学习是个持久战,

需要极强的斗志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2.3享乐为主,缺少人生规划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一部分

大学生的真实写照,尤其对于民办高校

学生来说,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学习动机

不强,对未来没有规划,上课睡觉,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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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手机成了学校生活的常态。对于民办

高校学生来说,学费相对较高,而且,这

一群体生基本上都是00后。因此,来此求

学的学生说明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物质

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普遍没有怎么吃过

苦,算是被父母、爷爷奶奶呵护长大的一

代。很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大学阶段是

提升自己综合能力的重要阶段。甚至很

多学生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学习,怎

么去学习,未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何

获得这些生活。 

3 提升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路径 

3.1提高心理素质,正确认识自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大

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注重培

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尊、自

爱、自强、自律的优秀品格,增强大学

生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

力。一方面,当代大学生面临着来自学

业、人际、就业等多重压力,展现出了

较弱的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由于

从小生活环境的优越,缺乏对挫折的正

确认识。遇到困难会显得惊慌失措,甚

至悲观绝望,觉得不可战胜,展现出了

较差的抗挫能力。 

对于民办高校来说,要加大对心理

健康建设的扶持力度,完善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完善社会支持服务网络。一方面,

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和专门的心理

咨询场所,另一方面,要把心理健康教育

知识尤其是抗挫教育普及到全校学生,

而不是少部分存在心理或行为问题的群

体上。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对于学生来

说,进行正确的自我认识和评价是很重

要的。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存在,是不可

替代性的。作为个体来说并不是只看到

自身的优点,忽视自身缺点。对于好的方

面积极保持和发扬,对于不好的地方积

极改正,扬长避短。正确的认识自己,明

确自身优势,正视劣势,努力提升自己。

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参与学校和社

会实践。“知”和“能”得到提升,“心”

也自然会变得强大。 

3.2提升生命意义感,增强生活信心 

“生命意义”是个古老而深刻的概

念。哲学中的“生命意义感”关注的是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

么。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生命意义感”

则强调怎样让人觉得自己有价值,生活

有目标,对生活充满信心。因此心理学中,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感到自己的生活可

以被理解、自己被有价值的目标指引并

且感到生活有意义,对生活充满希望的

一种积极状态[2]。 

生命意义感对于个体生存和发展尤

为重要,一个个体如果生命意义感匮乏

或缺失则感受不到为之而活的意义,就

会陷入存在空虚迷茫。这种存在空虚可

能会产生以下三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

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攻击和成瘾

等。第二种问题是对权力、金钱和享乐

的追求代替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第三

种问题是产生自杀意念或实施自杀行为,

这也是最严重的情况[3]。大量研究表明,

生命意义感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

相关,生命意义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

强。作为大学生群体来说,如何提升生命

意义感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努力学习或

社会实践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

和能力；通过建立亲密关系来感受爱的

体验；通过改变对事物的看法或换位思

考来增加对苦难的抗挫能力。 

3.3提高身体素质,加强体育锻炼 

关于“身心”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

随着科技的进步,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

慢慢不再独立的看待这两个方面。身和

心是个体身上不可分割的重要的两个方

面,不存在孰重孰轻,两者共同影响个体

的生存和发展。身体健康最有效的途径

就是加强体育锻炼,选择一项适合自己

同时自己也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坚持下

去。每天花一点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中国

有一句俗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

一个很好的体魄,纵使家财万贯、才高八

斗也无福消受、无处施展。运动并不只

发生在运动场上或体育馆内,只要有心,

哪里都能运动,何时都能运动。因此高校

应加强体育宣传并扶持学校体育发展包

括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一些常规

的体育课和运动会之外,还应有所创新

地开展其他体育活动。鼓励学生在上课

之余,走出教室,走出寝室,放下书本、放

下手机,抬起脚,迈开腿。只有身体身体

素质加强,一切才变得皆有可能。 

3.4加强思政引领,树立正确三观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以理想信

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当代大学

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

向上的,但仍存在享乐之风、拜金之风,

攀比之风,这与新时代下大学生的身份

相悖。大学阶段是学生三观稳定的重要

的时期,因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是重要且紧迫的任务。大学生的思政教

育不仅是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更是

每一位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工

作。目前,各大高校都在倡导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

作用,把思政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中,融

入到每一次课中,这无非对老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首先老师就应该做好积极

的榜样作用,树立正确的三观,这样才能

做到言传身教,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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