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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中的“空心病”现象及主要特征

原北京大学徐凯文副教授在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

高峰论坛中提出，大学校园存在“空心病”现象。他以

北京大学学生为例，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提出了“空

心病”是学生危机事件和心理问题背后的核心问题。大

学生中非常优秀的学生得了貌似“抑郁症”，他们自称

从未为自己活过，感觉到内心空虚，甚至找不到生命的

意义。但是，抑郁症的治疗手段对这些学生不起作用，

徐凯文副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空心病”。

“ 空 心 病 ” 现 象 一 经 提 出 ， 迅 速 在 高 校 和 学 界 引

起 热 议 。 “ 与 上 世 纪 8 0 年 代 ‘ 潘 晓 讨 论 ’ 中 将 青 年 价

值观问题‘意识形态化’不同，目前的‘空心病’讨论

则是将青年价值观问题‘社会问题化’。” [1]在徐凯文

提出“空心病”之前，已有人用“空心”描述人的精神

状态。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诗歌《空心人》和中

国诗人罗雨的诗歌集《空心人》分别刻画了现代人的焦

虑、空虚和中国“80后”知识分子在精神方面的困顿。

“空心病”指的是人的内心空洞、精神空虚。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吴玲在学术界关于“空心病”的现象

描述和讨论的基础上，将“空心病”定义为：“青年群

体由于缺乏支撑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系统，以至于无

法对自我的生存境遇进行有效解释与应对的一种精神世

界的贫瘠状态。”[2]

“空心病”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现兴趣减退、无愉快感，主要表现为情绪低

落。“空心病”与抑郁症相似，但是抑郁症的治疗方法

对“空心病”无效，“空心病”的核心是意义感和存在

感的缺失。

2、自我认同比较低。“自我认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

国精神分析学家E·埃里克森提出并被用于青少年心理研

究领域。他认为自我认同是青少年对自我本质、信仰和

一生中的重要层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即个人的

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与协调一致。”[3]患有“空心

病”的大学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不知道自己要成为

什么样的人。他们按照他人的逻辑和期待生活，虽然有

良好的成绩表现，但是却不是自我的真正发展诉求，无

法满足自己的真实心理需求。

3、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有“空心病”的大

学生虽然通常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注重维系在他人

眼中的“好孩子”“好学生”形象，但是，他与周围的

人并未建立真正的情感链接，不能从社会关系中获得有

效的慰藉。他们在获得优秀的学业表现和成就之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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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遭遇“空心病”的困扰。“空心病”现象是不当的家庭教

育、功利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转型期问题在大学生中的集中体现。家庭教育应为学生奠定

健康的心理基础，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应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家庭、学校和社会

应合力帮助学生寻找自我，真正做自己。只有学生健康成长，才能释放巨大的心理潜

能，才能有原创性的思想和发明创造，社会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空心病”指的是人的内心空洞、精神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