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你读懂女性

高考后补上这节心理课：大学“心事”非小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7 月 8 日，2020 年 高 考 的
第二天，河南省平顶山市一中考
点，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
名女生突然情绪失控，先后将她
右侧、后侧考生的答题卡撕毁！

高考年年有，但这样的场面
绝对罕见。“怎会有如此扭曲的
心理？”这是很多愤怒家长的心
声。一时间，高三学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再次成了关注的热点。

然而，由高考造成的心理压
力绝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
的最大心理挑战。相反，许多在
高考中披荆斩棘取得优异成绩
的天之骄子，却在象牙塔里被各
种各样的“心事”困住走不出来，
甚至出现极端行为。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
报告（2017-2018）》显示，全
世界青少年健康心理疾病发病
率在 20% 左右，我国稍低，但
却在逐年增加。据国内学者针
对不同省份的调查，大学生极
端行为亦成逐年上涨趋势，如
来自河南科技学院教授王冰蔚 9
年前的调查就已显示，河南省
的大学生有极端行为意愿的报
告 率 为 15.9%。 早 在 2011 年，
江汉大学医院心理科主任王祖
锡在对武汉某高校本科生进行
调查时发现，约 23.8％的大学
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其中
轻度抑郁占 65.75％，中度抑郁
占 23.5％，重度抑郁占 10.75％
……

如果你家也有刚刚参加完高
考的孩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
心头一紧？不管咱家孩子平时
有多优秀，在进大学之前提前补
一堂心理知识课是绝对正确的
选择。常常有学者说，高中以后
的竞争就是素质的竞争，那么，
自我心理建设能力，就是此后每
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寒假第一天，王宏（化名）拖着行李

箱离开了大学宿舍。当晚，他没有回家，

他的同班好友易力（化名）则收到了他发

来的微信：“想死。”

尽管家人、老师、同学的电话和信息

像潮水一样用来，王宏也不回。大部分

时间，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直到第

二天凌晨，王宏才给他的哥哥发来一封

邮件，说出他的心里话。

原来，性格内向的他喜欢上了同班同

学，那天，他鼓起勇气向喜欢的人表白，

未获回音，内心很痛苦孤独。在邮件中，

王宏说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待下去，要到

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希望大家不要

找他了。

这是广西医科大学学者梁永锋今年

发表的研究论文《对一起大学生心理危

机事件的干预及思考》中，披露的一则

大学生心理危机案例——王宏最终回到

了学校，并接受心理咨询与治疗。

大学生失恋导致情绪崩溃，早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对于不少辅导员来说，

处理学生因失恋导致的情绪崩溃或者极

端行为，甚至成了“常规工作”。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心理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尹华站指出，除了情感危

机，来自学业竞争、社交、经济上的压力

也是大学生最主要的心理危机来源。

“舍友间日常起居习惯的不同，社团

成员之间的各种猜忌，这些社会人士看

来无足轻重的问题，其实都会给学生累

积无形的心理压力，从而造成危机。”尹

华站说，“还有一些适应性的心理落差，

则是由高中老师、家长造成的。为了让孩

子鲤鱼跃龙门，家长们不断在高考生耳朵

里灌输‘上了大学你就可以谈恋爱了’‘上

了大学就可以随便玩游戏了’‘上了大学

就可以打扮自己，出去社交了’等等，他

们甚至在高考之前就将考大学设置为了

人生最大的目标和门槛。”

“这就导致很多学生在大一时就要花

很长时间去适应幻想与现实的落差。”尹

华站坦言，这种过于理想化甚至带有“哄

骗性”的预设，实际上更多起到反作用。

因为大学不是天堂，大学实际上汇集着

更多优秀的人才，也就有了更加激烈的

竞争，同时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也会带

来比中学时更加复杂的社交网络。从心

理上说，这就意味着大学生活实际上是

美好与挑战并存的，并不能真正的“放飞

自我”。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原本大学

生活里客观存在的一些风浪，对于学生

的成长是一种最好的锻炼，但为什么对

于某些学生来说，“小问题”却会成为压

坏他们心弦的千钧之力呢？纵观当前国

内外学者的观点，大致离不开三个方面。

首先，成长环境是一个“哈哈镜”，

最易给孩子的心理健康埋下隐患。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库利认为，自我认识是在

个人与他人、社会的互动中，通过他人

对自己的态度、评价而形成的。也就

是说，孩子会把父母家长对他的评

价当成一面“镜子”，来“认识”自

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父母家人

溺爱或者过于苛刻，这面镜子就会变

成“哈哈镜”，从而给孩子带来错误的“自

我意识”。福建学者肖长洪、林婉凌发

表的一则典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案例

显示，大三学生李铭（化名）因失恋患

上了睡眠障碍。研究者，也就是李铭的

心理咨询老师和他促膝长谈后发现，李

铭父母工作很忙，日常主要由爷爷奶

奶照顾。祖辈的迁就、宠爱以及对他

的不正确评价，让他形成了错误的认

“对于预备大学生来说，首先要学会

的是认识自我，悦纳自己。”尹华站说，

大学教育成绩不再排名量化，竞争压力

却比较大。因此不要抱着急于求成的心

态去设置自己的大学目标，而应该鼓励

自己一步步踏出“舒适圈”。在独立生

活中，尤其要学会理智、乐观的“解释”

生活事件，无论是室友、同学的人际处

理，还是两性关系，都需要一个更加开

阔、乐观的理解，不能杞人忧天，也不

能钻牛角尖，把自己的观点当作全天下

人的观点。“18 岁的孩子阅历尚浅，父

母可以以自身经验多多交流，学生自己

也可以多向年长者请教。而对于家长来

说，停止过分美化大学和对孩子粗暴的

情感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每一个人前进的过程中，总有让自

己不快乐的点，总有看起来与自己相差

甚远的人，但这正是现实所在，学会悦

纳自己，尊重他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就这么慢慢突破自己足矣。后面的路，毕

竟还长着呢。”跟很多学者一样，针对即

将踏入新征程的准大学生们，尹华站重

点强调的始终是认知层面的自我心理建

设，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比如如何

战胜远离家乡的孤独，如何摆脱对父母

的依赖，如何摆脱与同学对比带来的自

卑，甚至如何面对失恋等等……对于这

些琐碎而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在不少

大学都有相应的辅导老师进行针对性的

疏导，但事实上，国内外一些教育心理

专家都主张留给每一个孩子自己去探索，

毕竟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少对孩子说“上了大学就可以放飞自我”

孩子们的问题来自哪儿？ 

未进大学，认知先行

知，养成了过分“自我”的性格，原本

感情不错的女朋友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

格坚决要分手。

其次，学习成绩至上的家庭教育导

致抗挫折能力差。肖长洪指出，家庭教

育原本是是塑造与培养个人良好抗挫折

力最有效的方式。但遗憾的是。许多家

庭对孩子的培养专注在学业上。“你只

管学习，其他的事情你都别操心。”很

多家长的心态本身

就存在问题。可

以 想 象， 在

一片赞誉声中成长起来的优等生，突然

在大学遇到了不那么正面的评价或者挫

败，自然会被无限放大，甚至会感到绝

望。

除上述两大因素直接导致大学生心

理问题以外，大多数心理专家更愿意强

调“情感后盾的缺位”。当个人处于情

感危机中而无法自拔时，社会支持系统

就是一只拉住他们的大手。显然，对于

大学生来说，父母家人就是他们最大的

社会支持系统。然而，一些父母在与孩

子的交往过程中，却并没有扮演这种雪

中送炭的角色，甚至还会无意识地“雪

上加霜”。过去的优等生进入人才济济

的高校，学业不再出类拔萃，但父母往

往凭经验判定是孩子进大学后放松了

学业，不再那么努力了；在感情中受

到伤害尝试向父母倾诉，却被斥责

不该过早谈恋爱；在各类比赛竞争、

社团合作中受到打击，父母却反问：

“搞这些事有什么用？”显然，这些

沟通障碍和情感支持系统的缺位，会

让原本不知所措的大学生产生更大的

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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