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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持续性发展，教育体系已经

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这样使得高

校进行学员数量扩招，大大提高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量也

在急剧上升，即便在学生家庭经济相对较好的独立学院

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其已经发展

成为各高校学生群体中规模巨大的群体。

由于大学生正处于人生重要成长阶段，无论是心理

素质还是身体素质都处于过渡时期，家庭经济困难会对

学生造成较大心理压力，导致其产生心理困扰，严重者

会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加强大学生心理教育已经成为高

校教育体系发展重点内容，以独立学院为代表的各高校

应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其构建心

理壁垒，推动心理素质提升，这不仅能够提高其思想认

知，还能推动其心理品质成长，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心理健康定义

心理健康定义在不同学者理论之中具备不同解释，

国外学者认为心理健康就是心智和身体处于良好发展范

围 ， 个 人 心 境 状 态 良 好 ， 但 心 理 健 康 不 是 绝 对 完 美 状

态，需要通过人们与环境交互效率、满足感和规范性三

者结合才能维持心理健康。而国内学者认为心理健康就

是良好习惯多，不良习惯少，是个人人格、交际关系和

情绪稳定的有力体现。

心理健康具备相应标准应重视内心主观感受，通过

身体、智能和情绪状态三者协调来制定健康标准，同时

适应力、控制力和社会交往能力都应处于标注线之上，

这样才能保证心理状态良好，维持心理健康。还应确保

可以正确认知自我，具备积极向上心态，可以直面现实

社会环境，对所处环境具备高度适应性。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积极成长

一切财富和成就的实现，都离不开智慧和健康的心

理状态，仅仅具有健康的身体不能有效实现事业发展。

事业有成者在自信心、精神意志和情绪调节上具备充足

内生动力，能够保证其心理状态健康。而大学生作为重

要成长阶段，是塑造完整三观、保证心理健康的重要时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索
 张晓霞

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存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经济压力导致这些学生承担较大心理

压力，长此以往会带来严重心理问题，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因此高校在重视学生家庭

经济困难问题时，也应对其进行积极心理疏导，利用心理教育方法引导大学生心理健康

成长，同时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情感与坚定信念，保证其成为德才兼备的综合素

质人才，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本文旨在研究以独立学院为代表的高校中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以期为学生心理建设提供借鉴经验，保证学生完整人格塑造，

并将研究结果推广运用至各类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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