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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中提出，五育并举

促进心理健康，高校也将“心理育人”纳入思想政治工作

“十大育人体系”。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育人的重要性

和急迫性。做好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健

康成长，拥有健全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高校学生工作

和辅导员工作的重要职责。本文从辅导员角度，探讨艺术

类专业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

艺术类贫困生心理现状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心理普测结果为主，通过与学生谈心谈

话、对学生工作的梳理以及与学生本人、班主任、任课教

师交流的基础上，分析音乐类和舞蹈类共计37名贫困生的

心理健康现状和问题。

（一）专业性别年级分布分析

从专业分布来看，音乐类学生占到了75.68%，舞蹈

类占24.32%，这与音乐类、舞蹈类专业特色差异有关系，

其中，音乐类专业学生在学习专业课尤其是乐器学习中经

常处于安静状态，而舞蹈类专业学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

运动状态，这也与运动参与对改善大学生心理症状有良好

的促进作用的研究结论相符。[1]从性别分布来看，男生占

35.14%，女生占64.86%。同其他专业学生一样，心理健

康状况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心理困扰和

心理疾病。就年级分布来说，一、二、三、四年级分别占

43.24%、27.03%、8.11%、21.62%。首先，一年级学生出

现心理困扰的人数最多，这与学生从高中步入大学，在生

活、学习等方面发生变化有关。其次是二年级和四年级学

生，三年级学生相对人数较少。

（二）学生具体问题分析

通过谈心谈话及日常关注，我们发现艺术类贫困生的

心理困扰主要来源于学生自身、原生家庭、人际关系和学

业困难四个方面。

1、学生自身方面

大部分艺术类学生从小接受音乐、舞蹈的熏陶，性格

外向，感情丰富，思想活跃，创造力较突出，具有较强的

个人魅力。但由于教育观念与招生考试升学制度差异，专

业课占比更大，导致艺术类学生过于注重专业技能学习，

容易出现文化课学习短板，重专轻文的现象严重。艺术类

贫困生成长环境艰苦，自立能力强，有主见，较为独立。

但也会因家庭贫困而自卑，这类学生自尊心较强、内心敏

感，希望得到他人尊重，攀比心理较重。在家长说教及成

长环境作用下，他们深知知识改变命运，因此对学业期望

值高。大学生普遍在心理、思想各方面还不是特别成熟，

缺乏情绪调节能力，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

2、原生家庭方面

家庭是学生的第一课堂，在良好的家庭中，学生的身

心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有心理困扰的音乐类、舞蹈类贫

困生大多数原生家庭情况复杂。造成学生出现自卑、言语

敏感等困扰的原因主要有家庭经济、家庭氛围、父母过度

干预。

（1）由家庭经济困难引起的焦虑心理。主要表现在

家庭生意不景气，家人患病，家中同时有多个子女上学，

经济方面较紧张。艺术类学生学费、购买乐器、乐器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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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高校重点关注的工作之一。艺术类专业贫困大学生

因其经济条件、专业特点、学习方式、入校前管理模式等与其他专业学生存在差异，在

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对突出。应把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借助

各方力量，加强协作，深入学生内心，善于共情。从学生角度出发，理解学生处境，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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