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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对策浅析 ①

杨钋平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贫困大学生是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对贫困大学生的教育与引导，关系到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反映了其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主要受人格、自尊、经济状况、社会

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完善多元资助体系、注重社会支持力量、加强幸福观教育、提升幸福力等几个方面进行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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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十年来，随着高校的逐年扩招、高等教育收费标准

的提高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困大学生的人数

和比例也迅速增长，成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

成长成才受到政府、社会、高校的日益关注。党的十七大

报告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指出要“加大财政对教育投

入”、“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同时，贫困大学生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

不可忽视的问题。贫困大学生的教育与引导，不仅直接

关系到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

的和谐与稳定。目前国家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

助政策不断完善，高校也通过多种方式减轻贫困生的经

济压力，建立起了多元化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基本实现了

“不让一个学生因经济原因失学”，但自卑、抑郁、焦虑等

成为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影响着贫困生的心理健康和

生活质量。

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ＳＷＢ）是指人们
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包括

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方面（Ｄｉｅｎｅｒ，
１９９４）。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三
个基本特点。主观幸福感水平可以反映其对生活质量的

整体评价，是衡量其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综合性标志［１］。

恩格斯曾说过，“追求幸福”是一种“无须加以论证的”，是

“颠扑不破的原则”［２］３７２－３７３。著名教育实践活动家马卡

连柯曾言，教育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于培养能够最有效地

来参加国家建设的那种具有创造性的公民，还要把所教

育的人变成幸福的人。幸福不仅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也

是教育的根本价值体现。关注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不仅可以更好地促进他们的全面

发展，为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也

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２　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是反应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既以贫困

大学生的客观生活条件为基础，又与他们的主观评价相

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

的价值观念相协调。根据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

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影响贫困大学生的主

要因素分以下四个方面。

２．１　人格特质
人格被认为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健康

人格是当代贫困大学生的立身之本。以往主观幸福感研

究成果表明，人格特质与幸福感存在明显相关。人格特

质中的神经质影响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内外向影响总

体主观幸福。

２．２　自尊
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自尊水平越高，他体验的幸福感

越高［３］。由于贫困大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缺乏必要的物

质支持，个人发展机会与能力受到限制，在社会比较中容

易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识和自卑心理，因而产生焦虑、抑郁

等消极的情绪，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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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经济状况
贫困大学生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经济状况难

以支撑其学业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大学教育费用
基本上由国家承担，自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高等教育实
行“谁受益，谁交费”的制度，学费负担转嫁到家庭层面，

教育费从公费到自筹，加之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和地区经

济发展不平衡，使经济问题成为贫困大学生成长成才的

突出障碍。良好的经济状况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

获得更多的教育权利和资源，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主

要因素。

２．４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帮

助。社会支持既包括物质性的支持也包括情感支持。社

会支持对维持个体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作用，贫困大

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越多社会支

持，贫困生的积极情绪就越高，总体幸福感水平也

越高［４］。

３　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对策
３．１　完善多元资助体系

进一步完善以国家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困

难补助、绿色通道、毕业生学费缓免、社会资助、学生互助

等为主体的“奖、贷、助、补、减”等多元化资助体系，落实

贫困生资助的相关规定，加大资助过程的监督力度与覆

盖面，为贫困生提升主观幸福感提供物质保障。贫困生

资助工作繁琐而复杂，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存在贫困生

认定不科学、名额分配不合理、奖助金分配不平衡等操作

层面的问题，只有落实、完善好奖助政策，才能从物质保

障的层面确保贫困大学生幸福感的实现。

３．２　注重社会支持力量
社会支持力量来自企业、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等。社

会支持基金不仅弥补了政府以及高校在教育救助方面的

不足，也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发展。社会团体等组织提供

的勤工助学与兼职岗位，为贫困大学生营造了和谐的社

会舆论环境。另外，来自家庭支持、亲友、同学的尊重、赞

许、鼓励等情感性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大学

生的自尊需求。

３．３　加强贫困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
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当前我国

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但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也给大学

生带来精神生活的浮躁和迷茫，产生了一些扭曲的幸福

观，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幸福观。根据贫

困大学生的特点，健全幸福观教育的内容、途径、方式与

方法，帮助贫困大学生树立正确幸福观是有效提升幸福

感的途径。推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注重人

文关怀，构建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网络，将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纳入幸福观教育体系。以德育教育引导幸福

观教育，德行是幸福的品质要求，也是幸福持久的外在要

求。“道德不等于幸福，道德不能作为生活追求的终极目

标。但是对于作为终极目标的幸福来说，道德具有十分

特殊的意义。”［５］３１

３．４　提升贫困大学生的幸福力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幸福。是

否能够获得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敏感到幸福

之所在，在这种意义上，幸福是一种能力［６］１４４，是认知幸

福、追求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之和，是实现幸福必要的

主观条件。培养贫困大学生自强自立意识，加强贫困大

学生的人格教育、感恩教育与诚信教育，培养他们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引导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实现

人生价值。鼓励贫困大学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提

高抗挫折能力，磨练意志，锤炼大学生知情意行相统一的

能力，让贫困大学生切实体会创造幸福的愉悦感和满

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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