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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5_AC_c26_23717.htm 五、马加爵案诱发话题大学生心

理问题引人关注 公安部公开通缉的重大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

、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经初步审查，

马加爵交代了因与4名被害同学发生矛盾，为报复泄愤，先后

将4名同学杀害。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同时也再一次引起人们的

关注。 近年来，随着高校大学生中独生子女、贫困大学生的

增多以及学业、就业、情感等问题的增加，大学生的心理问

题日益凸显，校园极端事件屡见不鲜。南开大学一项对天津

市20所高校2.3万余名学生进行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天津市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情况良好，占学生总人

数的74.74%，但仍有25.26%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障碍或疾病。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为强迫症

、人际敏感、人格偏执、敌意、忧郁及附加症状。测试同时

显示：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女生优于男生，城市学生优于农

村学生，独生子女优于非独生子女，文科学生优于理工科学

生，专科学生优于本科学生。 （一）建心理档案，帮学生“

舒心” 大学生马加爵杀害4名同学的事件引起社会的高度关

注和警觉。天津市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秘书长袁辛副教

授说，十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基本没有发生较大变

化，其心理问题主要集中在生活适应、学业、人际交往、情

感生活、求职择业、社会适应等方面。因此，教育部决定从

今年秋季入学起，在其下属的高校中全面推行新生心理健康

档案建立工作。该项目的启动旨在借鉴西方心理测量表的基



础上，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评定体

系，在全面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基础上，为大学生建

立强有力的心理支持系统。 据袁辛介绍，大学生心理症状依

然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迫症状。据调查，在存在的轻度

和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中，以强迫症最为明显。二是人际关

系敏感症状。主要表现是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

系，在人群中感到不自在，自信心不强，缺乏人际沟通的技

能技巧，与人相处时有着较强的戒备、怀疑和嫉妒心理，在

人际关系上存在着种种困惑。三是敌意症状。主要表现在不

少学生对他人存在着敌意倾向，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常为

一些小事与人争吵、打架，甚至动刀动棒。四是忧郁症状。

主要表现是部分大学生生活适应能力较差，对前途感到迷茫

，进取心不强，心境苦闷，生活兴趣减退，失望，悲观，严

重的甚至出现了轻生意向。 （二）就业压力加大，情感遭遇

挫折，少年也识“愁滋味” 天津市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秘书长袁辛副教授说，现代社会的压力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大学生的生活状况更是如此。随着独生子女作为适龄大学生

人数的不断增多、教育收费的普及化以及高校扩招带来的就

业压力的增大，大学生的生活、社会适应问题都有日渐突出

的倾向。 袁辛说，大学专业学习与个人性格、兴趣的不协调

状态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不少学生选择专业不是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盲目跟风，致使不少学生出现所学非

所爱的情况，比如兴趣索然引起的学习动力缺乏、考试不及

格现象甚至因为不及格而产生出极端行为。另外，高等教育

的大众化倾向和教育费用的支付使得学生职场竞争的压力增

加、经济负担加重，尤其是经济贫困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情感生活作为大学生活主旋律之一始终是问题的

敏感点和多发点，在出现心理危机的学生人群中，情感危机

引发的心理问题甚至轻生倾向占到了相当比例。 （三）个人

、学校、家庭、社会携手，给大学生心灵减负 天津市大学生

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秘书长袁辛副教授说，大学生心理出现了

问题，全社会要共同来关心。 袁辛建议，一要建立健全高校

心理教育服务机构，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正规教育体系

；二是心理健康教育应贯穿学生大学生活的全过程。学校应

给予学生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使之成为不仅在专业知识上

，而且在心理素质上合格的人才；三是要把心理健康教育与

人生观、价值观和公民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四要建立个人

、学校、家庭、社会力量多元整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以

学校教育为主导、以家庭为依托、以社会为辅助力量。对大

学生心灵的呵护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四）心理健

康是否有衡量标准，四把“尺子”可测心病 大学生心理素质

水平的高低，是否有衡量的标准，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指

导中心主任贾晓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认识尚不一致

。因为，心理素质水平，不像测量身体素质那样，有具体的

、客观的指标，事实上，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的衡量标准是

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去把握它。 贾晓波说，衡量大学

生心理健康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个体的心理发展是

否符合其相应的心理年龄特征。大学生总的心理特征是正在

走向成熟而未完全成熟；在思想上、观念上、行动上有较大

的可塑性。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老气横秋，像个小老头

，或者幼稚无知，像个小孩子，那么他的心理是不健康的，

心理素质也是低的；二是能否坚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三是



有无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否与社会协调一致。一个大学生如

果长期不与人交往，以自我为中心，被排斥在友谊之外，那

么就应该考虑他的心理素质是否过于低下，心理是否健康了

；四是有没有完整的人格。如果一个大学生的行为表现不是

一贯的、统一的，则说明他的人格不完整，他的心理素质是

低下的，甚至可能造成精神疾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