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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浅析 ①

倪婷
（昆明理工大学 城市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０５１）

摘　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除了需要得到经济帮扶，更重要的是需要精神上的脱贫。由于经济贫困导致的心理

贫困，使经济困难学生在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性、环境适应、情感障碍、抑郁焦虑等５个方面存在明显问题。通过设计有

效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有助于经济困难学生适应环境、改善人际关系、缓解压力，开展团队建设活动能够广泛辅导经济

困难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隐患，是高校开展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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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等职业本科教育在市场需求下也应运而生，高等职业本科为

培养实践技能型人才，需要投入更多生产实训基地和高成本教学资源，随着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确立，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覆盖面也在日益增长，其中，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占全院学生比

例大约为３０％，经济困难学生已成为各高校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要及时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特殊心理活动，研究分析并掌握其心理特点，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帮助他

们摆脱自卑、提升自信、克服困难，树立起学习和生活的勇气，这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保持社会

和高校稳定的需要。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应当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摆脱贫困带来的自卑心理，开拓视

野，学会感恩，提高综合能力，才能真正帮助经济困难学生脱贫。

团体心理辅导是团体成员围绕共性问题，通过一定的活动形式与人际互动，相互启发、引导，形成团

体的共识与目标，进而改变成员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过程［１］。经济困难学生除了需要得到经济支持，

更重要的是需要精神上的脱贫，由于经济贫困导致的心理贫困，在心理健康状况上，人际关系敏感、敌对

性、环境适应、情感障碍、抑郁焦虑等五个方面存在明显问题，而团体心理辅导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设计

行之有效的方案，有助于经济困难学生适应环境、改善人际关系、开展团队建设，已被广泛应用于高校经

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１　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状况
家庭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生源地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或农村地区，经济

来源单一，收入很低；二是城镇家庭但父母下岗或无固定收入，收入不稳定；三是家庭人口众多、子女众

多，在读兄弟姐妹众多；四是父母离异等家庭变故导致；五是家庭主要亲属患有重病；六是特别困难情

况，单亲家庭甚至孤儿［２］。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特点，经济困难学生一定程度保

持着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明辨是非、奋发图强的优良品质，但由于经济上的束缚，往往又存在着自我萎

缩、自我压抑、自我封闭、自我粉饰的消极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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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综述前人研究，经济困难学生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心理问题。图雅、梁瑞琼等人采取定量研究，经身

心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测试发现，在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数、躯体化因子分、强迫因子分、人际关
系敏感因子分、抑郁因子分、焦虑因子分、恐怖因子分、精神病性因子分、其他因子分等１１个维度上，贫
困生得分均显著高于非贫困生（Ｐ＜０．０５），此研究结果与国内曾天德、牟艳娟、蓝琼丽等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３］；汪明、郑禹、包春雷以ＳＣＬ—９０为工具对贫困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则显示，贫困生较非贫困生在
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恐惧和偏执等方面可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较多，但在焦虑、精神病性方面与

非贫困生差异无显著性。综上所述，结合城市学院经济困难学生个案和贫困生日常管理工作实际，经济

困难学生主要存在以下心理问题［４］：一是自尊与自卑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经济困难学生作为自我意

识成熟的个体，有强烈的自尊需求，不愿袒露物质的缺乏，急于通过自身行为改变外界对他们的偏见；另

一方面，同学间炫耀攀比之风见长，低人一等的不良情绪逐渐滋长，叠加起自卑的情绪体验。自尊与自

卑的交替反应，使其产生强烈矛盾。二是焦虑与抑郁的消极情绪。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着经济压力、学习

压力、就业压力、人脉压力并存的困惑，可能导致精神处于长期的紧张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影响日常的

学习生活，长此以往造成自信心丧失、失败感和愧疚感，也将引起忧虑、紧张、失望、不安、恐惧、焦虑等消

极情绪。三是人际关系敏感。经济困难学生对于集体活动常采取逃避离群的方式，同学关系因此更加

疏远，加之他们内向含蓄的性格，与同学存在沟通障碍，生活中的误会和摩擦不能及时消除，人际关系越

来越疏离，甚至产生敌对情绪。

３　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
结合上述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状况和心理问题，借鉴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训练营的有效经验和理论指

导，城市学院学生工作部设计８项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方案，每项活动针对一个主题，有针对性的辅导经
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提高经济困难学生的综合能力。活动周期为一周，从城市学院３０００多名经济
困难学生中随机选取３１０名学生组成心理辅导对象，又随机分配成８组，分别参加各项团体心理辅导活
动。城市学院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如下：

表１　城市学院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方案

序号 主题 目标 内容

１ 应激环境训练
学会应对人生突发事件、应激事件的处理

和思考生命的价值。

ａ．暖身活动；ｂ．无家可归；ｃ．头脑风暴；ｄ．鸭子

操；ｅ．领导者总结

２ 自我意识训练
帮助参与者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重塑

自己，掌握自己调适能力。

ａ．微笑活动；ｂ．棒打薄情郎；ｃ．２０个我；ｄ．猜一

猜；ｅ．积极赋义；ｆ．领导者总结

３ 自信心训练

学会发现自己的优点，寻找摆脱自卑的束

缚，找到自信的依据，发掘自己的优势，发

挥自身的潜能。

ａ．微笑握手；ｂ．串名字游戏；ｃ．自我寻宝；ｄ．优

点轰炸；ｅ．秘密大会串；ｆ．领导者总结

４ 观察力训练
增强对他人行为的观察和推断能力，增强

自我洞察力和分析力。

ａ．爱在指间；ｂ．串名字游戏；ｃ．杀人游戏；ｄ．领

导者总结

５ 人际交往训练
帮助成员增强交往意识，掌握交往技巧，提

高交往能力，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ａ．微笑握手；ｂ．串名字游戏；ｃ．你说我做；ｄ．情

景剧表演；ｅ．领导者总结

６ 情绪调节训练

帮助贫困大学生克服焦虑情绪，建立自信 ；

学会在生活和学习上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

的用积极、乐观的态度 。

ａ．案例分析；ｂ．合理情绪疗法（情绪 ＡＢＣ理

论）；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ｅ．领导者总结

７ 团队协作训练
使大家初步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增强合

作意识。

ａ．热身活动；ｂ．棒打薄情郎；ｃ．信任之旅；ｄ．同

舟共济；ｅ．相亲相爱一家人；ｆ．领导者总结

８ 生涯规划
帮助参与者认识自我、明确职业价值观，进

行生涯规划。

ａ．微笑握手；ｂ．棒打薄情郎；ｃ．成长线路；ｄ．生

涯幻游；ｅ．领导者总结

为观察本次团体心理辅导的效果，每项活动结束后，通过调查问卷反馈活动实施的过程和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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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团体心理辅导的长效性和延续性，参与团体心理辅导的指导老师对被试学生进行追踪观察和谈话，

通过访谈法评价团体心理辅导的效果。

４　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的效果
４．１　经济困难学生主动性增强

每项活动设计都有团队建设和破冰活动，强调在活动中敢于突破自我，主动尝试与人沟通、表达自

我和积极分享，有助于增强经济困难学生在学生生活中的主动性。

４．２　经济困难学生以开放的心态适应环境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营造出一个安全、放松的环境气氛，经济困难学生的情绪体验得到尊重和保密，

他们可以真实、坦率的开放自己，情绪和压力得到释放，能够正确体验同学间的真诚和关怀。

４．３　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增强自信心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设计分享过程，同学间相互倾诉犹如“照镜子”，通过队友的描述，对自己的性

格、价值观、优劣势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而不是盲目攀比，摆脱过分自尊或自卑的心态，树立正确的自

我认识。另外，在指导者的不断鼓励下，经济困难学生体验到活动取得的进步和成功，在指导者的正确

引导下，经济困难学生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期望，找到自我实现的方向，逐渐增强自信心。

４．４　人际交往能力改善
团体心理辅导编排的情景剧，能够体现经济困难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人际关系矛盾，

被试学生首先作为旁观者观看情景剧，能够客观判断事件因由，然后指导者组织被试学生讨论，如果作

为当事人应当如何处理，最后大家分享交流各类处理办法的优劣，被试学生较容易接受一些合理的方

式，且从中学习了各种与人交往的技巧，学会宽容，人际交往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５　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的作用
一是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采用多种形式相结合，内部体验与外部分享相结合，经济困难学生

产生强烈的心里对比，对提高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素质水平效果显著。二是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

相比个体心理咨询虽说不够具体深入，但能够有效引导大部分经济困难学生潜在的心理问题隐患，可实

施性较强。三是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针对不同主题设计不同方案，有针对性且吸引力较强，整个

心理素质训练方案包括对经济困难学生应激环境、自信心、观察力、自我意识、生涯规划、情绪调解、人际

沟通等主题，有助于完善经济困难学生品格。四是经济困难学生团体心理辅导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系统

的训练营，定时辅导，及时反馈，长期跟踪，以保证心理辅导的长期性和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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