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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策略研究》

内容概要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策略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大学生生活适应、人际适应、环境适
应、心理适应、学习适应、职业生涯规划、爱情经营、性心理保健等人生课题，针对大学生成人、成
才中常见的独特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从学理层面和实践理性层面上探究其心理的、生
理的、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以及文化传统的根源，并以积极心理学为主、积极心理学与消极心理
学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科学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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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独生子女大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 （一）独生子女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 1.心理
承受能力弱 据调查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比其他同学要高。如：独生子女对“遇
到矛盾时，你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回答，选择“回避”的占53.12％，选择“正视并妥善解决”的
占11.14％；而非独生子女选择“回避”的占37.11％，选择“正视并妥善解决”的占38.15％。独生子女
选择回避的比非独生子女要高得多，可见，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比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要弱
得多。独生子女大学生受到家长的加倍呵护，患的是“四、二、一综合征”（“四”指独生子女父母
的父母，“二”指独生子女的父母，“一”指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
总希望别人服从自己，很少为他人着想。大学里面群英荟萃，一次的不如意便情绪低落，对一切失去
了兴趣。别人的一个动作、一句话他们都特别敏感，都会引起他们情绪的波动，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对
他们的健康成长影响很大。 2.自尊心过强，脆弱 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过于一帆风顺，往往丧失了独立自主精神、自立能力，形成一种“优势心理”，只看到自己的优点，
形成了自我评价较高、自我意识较强的心理特征，看不到自己的弱点，盲目陶醉极甚。一旦变换了环
境，才猛然发现在学习、社交等方面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而且差距相当大，遂产生一种自负、自卑
、忧郁相互交织的复杂心理。 3.渴望友谊但人际关系处理不当 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个性一般都比较开朗
，和陌生人熟悉快，但要进一步增进友谊则比较困难。这是因为他们在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防
卫和自我保护心理较强。这些缺点又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和同学的相处中：不懂得谦让，有些自私。他
们的自私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吝啬，而且表现在情感和心理上。由于情感上的片面自私心理作祟，独
生子女大学生不能形成稳固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在交友中夹杂了较多的娱乐成
分，能一起玩、互相壮胆的就是好朋友，而这种友谊只会拉其后腿。近年来对退学的独生子女大学生
的调查表明：80％是因为沉迷于游戏和娱乐而退学的。 （二）独生子女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原因分
析 独生子女较之非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环境和经历的不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心理品质和行为倾向
。 1.家庭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及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正是这一切，使这一代青年学生
存在着生活期望值高、爱面子等弱点，缺乏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上从小养成的过分依赖心
理，使其在生活上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另外核心家庭的教育特点和主干家庭的“隔代抚养”，致使
家庭教育失去一定规范。 家庭教育的失衡，使一些独生子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当他们把这种
角色认知延伸到社会当中去，就会表现出自负、清高、自私的精神。独生子女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家中度过，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同辈交往，很少有机会发现和锻炼自己的能力，很少能独立地探索，这
样的生长环境很容易导致独生子女学生性格内向，思想不外露，交际能力差，独力能力不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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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策略研究》适合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员的教学参考书，亦可作
为大学生自我心理调适及呵护的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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