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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高校十分重视建档立卡、低保等重点保障家庭学生的培养和发展。对重点帮障人

群进行精准就业帮扶，需要精准的教育对策和指导，而精准的对策有赖于对学生心理现状的准确判断。

本文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困境，提出优化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帮扶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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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from filing card family or pover-
ty household. Accurate employment assistance for financially-handicapped students requires ac-
curate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s and guidance, and accurate countermeasures depend on ac-
curate judgment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atus. On the basi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dilemma of students with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employment assistance of students with eco-
nomic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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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国家卫生健康

委于今年 10 月提出，要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过去几年时间里，我国不同地区经历

了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对每位公民的身心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青少年由于人格发展尚在发展中，

生活环境学习受公共事件影响较大，更易影响身心成长发展。在精准扶贫思想指导下，高校十分重视建

档立卡、低保等重点保障家庭学生的培养和发展，提倡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就业等全过程帮扶体系。

这些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着学费压力、生活费压力以及就业压力，其中就业压力尤为突出。各高校也在探

索全方位就业困难帮扶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 2022 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同比增长

33%，高校毕业生需求人数同比下降 14.3%，16~24 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20.4%，创 2022 年 8 月以来

新高。经济困难学生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就业问题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

要，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因此，就业帮扶成为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保障型就业帮扶转

为发展型就业帮扶是进一步提升资助育人成效的必然选择。探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增加其求职就业心理资本，有助于提升贫困学生就业率、提高就业质量、降低失业率。了解学生心理

健康现状，针对性的帮扶辅导，能更好地进行心理辅导、就业指导、推送求职信息，精准资助育人，

有助于资助体系的精准化建设，而重点保障家庭的学生的心理问题还没有做到全面的信息收集和精准

指导(曹政，2023)。 

2. 重点保障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是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发布的 2023 年工作要点之一。根据教育部的工作

要求，在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指导下，南阳医专护理系对 22 级学生全面开展了“中国大学生

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通过对测评结果进行分析，了解了我系 2022 级重点保障心理健康现状及特点，

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活动。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采用的是《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问卷共 22 个维度指标，得分

越高问题越严重(方晓义，袁晓娇，胡伟，2018)。问卷涉及三个筛查级别，一级筛查内容为幻觉严重心理

问题症状，二级筛查内容为焦虑、敏感、依赖、进食问题等一般心理问题指标，三级筛查内容为学校适

应困难等五个发展性困扰指标。量表模型结构合理、各项目区分度良好，量表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学测

量学要求，被用作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测量工作(方晓义，袁晓娇，胡伟，2018)。 
运用 SPSS 进行数据处理，对学生心理健康等级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得到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情况。

将研究对象分为重点保障组合非重点保障组，运用 t 检验对两组学生在学校适应困难、就业压力等 22 项

指标进行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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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心理筛查等级基本情况 

2022 级我系学生共 562 人，其中重点保障人群 58 人。 
心理健康问卷筛查显示，有 69%的学生没有心理困扰，18%有潜在心理困扰，10%的学生有一般心

理问题，3%有严重心理危机(见图 1)。有研究显示(方晓义，袁晓娇，胡伟，2018)，2020 年入学新生一级

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8.99%，二级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10.88%；2021 年入学新生一级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7.81%，二级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12.20%。我系 22 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Figure 1. The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grade 
图 1. 心理健康筛查等级 

 

重点保障学生中，0%学生有“严重心理困扰”，“心理潜在心理困扰”学生占 13.8%，低于非重点

保障学生，“一般心理问题”学生占 13.8%高于非重点保障学生(见表 1)。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发展的重要

阶段，22 级学生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公共卫生事件，部分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对高校育人工作

带来更大挑战。经过我国对经济困难学生全方位的帮扶，重点保障学生发生严重或潜在心理问题几率低

于一般学生，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困扰。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reening levels between financially-handicapped students and no financially-handicapped students 
表 1. 重点保障人群与非重点保障人群筛查等级比较 

测评等级 
是否重点保障人群% (n) 

否 是 

严重心理危机 31.7% (16) 0% (0) 

潜在心理困扰 15.5% (78) 13.8% (8) 

一般心理问题 8.3% (42) 13.8% (8) 

无心理困扰 73% (368) 72.4% (42) 

合计 504 58 

2.2. 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困境 

在“学校适应困难”、“敏感”、“进食问题”、“偏执”、“冲动”、“自伤”、“抑郁”、“敌

对攻击”、“躯体化”、“网络成瘾”、“依赖”、“焦虑”、“睡眠困扰”、“幻想”、“妄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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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意图”16 个维度上，非重点保障家庭学生得分高于重点保障学生。其中，在“学校适应困难”、

“抑郁”、“敌对攻击”三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在“就业压力”、“学业压力”、“恋爱困扰”、“人际关系困扰”、“强迫”、“社交恐惧”、

“自卑”维度上重点保障学生得分高于其他同学。其中，“就业压力”、“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

扰”、“自卑”四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Table 2. Score of various indicators in psychological screening 
表 2. 心理筛查各项指标得分 

 
是否重点保障人群(平均值 ± 标准差) 

否(n = 504) 是(n = 58) 

学校适应困难 6.74 ± 1.99 6.43 ± 1.89 

就业压力 8.76 ± 2.86 8.91 ± 1.07 

学业压力 8.96 ± 2.62 9.31 ± 2.67 

恋爱困扰 5.97 ± 2.16 6.03 ± 1.91 

人际关系困扰 6.12 ± 2.04 6.34 ± 1.03 

敏感 6.62 ± 2.32 6.60 ± 2.26 

进食问题 5.40 ± 1.53 5.34 ± 1.49 

偏执 5.77 ± 2.04 5.60 ± 1.72 

冲动 6.46 ± 2.26 6.12 ± 1.96 

强迫 6.24 ± 2.20 6.48 ± 2.47 

自伤行为 4.79 ± 1.49 4.55 ± 1.08 

抑郁 7.63 ± 2.61 7.62 ± 2.19 

社交恐惧 6.23 ± 2.25 6.31 ± 2.39 

敌对攻击 5.34 ± 1.76 4.84 ± 1.30 

躯体化 5.12 ± 1.84 4.95 ± 1.50 

网络成瘾 8.77 ± 3.18 8.14 ± 3.16 

自卑 7.44 ± 2.59 7.50 ± 2.70 

依赖 6.22 ± 2.16 6.21 ± 2.02 

焦虑 5.92 ± 2.09 5.84 ± 2.21 

睡眠困扰 6.18 ± 2.29 5.93 ± 1.83 

幻觉、妄想症状 4.72 ± 1.37 4.66 ± 1.38 

自杀意图 4.56 ± 1.46 4.38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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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是心理问题的高发阶段，学习环境、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环境的巨大转变，无一不挑战着

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既往成长过程中潜藏的或被搁置的问题，也容易在大学阶段显露爆

发。重点保障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物质相对不充裕，经历生活的困难较多，能够更好适应学校生活，因此

在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教育与辅导上应当有所侧重。 
虽然家庭经济困难，但是在国家全力保障，社会积极帮扶，学校关心爱护的氛围下，经济困难学生

敌对攻击及抑郁得分低于其他学生，较少与他人发生冲突。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成长于贫穷落后的环

境，社会上攀比等不良风气会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际关系不良，产生自卑等不良心理情绪，自卑和

社交恐惧等心理特征会带来恋爱和人际关系的困扰。不稳定的家庭经济条件，给学生更大压力，家长也

常常抱有较高期待，希望学生能自立自强，更早的改善家庭状况，比如要有更好的学业成绩，要找到更

好的工作缓解家庭压力，这又容易让困难学生发展出焦虑、抑郁的不健康心理状态(曹政，2023)。 
有学者认为，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认知失调，常在生活中持自我否定的态度，在面对贫困的问

题时，也常抱有不平衡的心理。这些内部心理机制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面对求职就业时，容易有更大

压力，缺乏自信，回避竞争(朱雅兰，2022)，因自我怀疑而错失就业良机。一方面，经济困难学生面对就

业的挑战时，缺乏自信，自卑情绪影响自我展示，出于自尊心又较少主动向朋友或老师求助。另一方面，

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的需求更强，就业决心更大。针对性的帮扶辅导策略，增加经济困难学生求职就业心

理资本，对经济困难学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3. 重点保障学生就业精准帮扶对策 

3.1. 动态监测提高就业心理资本 

3.1.1. 以政策为导向，建立精准心理援助机制 
在资助育人工作中明确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建立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在不同阶段进行

心理测评，建立动态信息，制定心理援助计划。 

3.1.2. 以辅导员为抓手，落实润物无声资助措施 
辅导员在思政育人一线，直接与经济困难学生接触，负责学生困难认定工作，对困难学生的心理状

况有深入的了解。辅导员应为经济困难学生心理档案第一负责人，与院系资助工作小组一起为经济困难

学生提供长期的有计划的心理支持，定期开展一对一咨询、心理团体辅导等活动。 
通过心理筛查，建立困难学生心理档案，及时发现了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并立即采取了有效的预

防和干预措施。避免了心理问题事件的发生，避免了心理问题对学生就业的负面影响，更让他们在人生

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自信。 

3.2. 资助育人优化就业培训 

由于家庭教育资源上的劣势，如何通过大学期间的学习，将资助资本转化为个人能力，并将所学知

识及个人能力转化为求职资本，得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依然存在主观和客观

的阻碍，需要高校提供持续的帮助。 

3.2.1. 多层次建立心理辅导体系 
心理团体辅导是相对集中、系统的心理辅导方式，是提高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资本的有效途

径。经济困难学生缺乏求职相关锻炼机会，求职技能欠缺，自我认知不全面。通过专门为就业指标异常

的低保建档立卡困难生开设的团体心理辅导，提高经济困难学生认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改善经济困

难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吴锦鸿，叶文美，黄华明，202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786


张亚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2786 6178 心理学进展 
 

资助工作、就业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老师共同参与到就业指导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

就业观、择业观，对求职就业有合理心理预期，更好地将资助资本转化为求职资本。在对经济困难学生

进行团体心理辅导的过程中，将就业培训作为专题，开展系列团体辅导活动。例如职业生涯规划讨论、

求职模拟面试、就业项目提案、创新创业比赛模拟等。通过团体辅导活动，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开拓思

维，锻炼人际交往能力的同时，对职业和自我都有更清晰的认知。 

3.2.2. 全过程加强家校协同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往往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单一，家庭对就业形势认知局限，无法给予有效指导。

应利用家校群、公众好等渠道，主动与家长信息共享，推送就业信息，分享就业观点，共同关注学生成

长的同时，向家长传输正确的就业观念，引导家长关心学生，减轻学生就业心理压力，做好家校协同。 

3.2.3. 全方位指导心理调适 
入校时为困难学生建立档案，纳入困难学生心理咨询库中，动态观察评估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针

对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学生积极干预。大学毕业生走入社会，面对求职市场，难免会引起心理冲突。在

就业帮扶过程中，及时指导学生做好心理调适，树立长远的职业发展观以及合理的职业价值观，提高心

理承受力，正确分析，积极调整，保持足够的信心。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利用校园宣传栏、学校官方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贴近大学生的多媒体账号宣

传校园文化、学校资助政策，组织学生参与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线上线下“见缝插针，无缝对接”，

使困难学生全方位感受到学校的关爱和思想引领。 
拓展课外活动，鼓励发展特长爱好。在大学有丰富多样的活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受制于成长

环境，通常没有条件充分发掘发展兴趣爱好，在素质教育方面缺少锻炼机会，自卑畏缩等心理使其参与

活动的主动性低。可设置一些人人皆可参与的活动，让困难生能够融入其中，乐在其中。比如组织开展

团体活动，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研究表明，通过团体训练可以增强贫困学生情绪稳定性，提高学生自我

接纳水平(汤雅婷，邹锦慧，李敏，梁洁，2014)。 
通过多方位全过程丰富形式的帮扶，学生们自我接纳程度明显提高。他们纷纷表示，自己交到了更

多的好朋友，这就像在人生的道路上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 

3.3. 多级联动丰富就业帮扶形式 

3.3.1. 巧用朋辈效应 
在团体辅导活动中构建帮扶小组，通过朋辈关怀，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面对困难，融入集体，弱化困

难生的身份认定，减轻人际交往困难。在定期举办的资助活动中，为学生讲述新时代青年奋斗故事，发

挥青年榜样的朋辈效应，鼓励经济困难学生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学校搭建的成长舞台

上，努力学习，不断实践。 

3.3.2. 丰富实践活动 
组织经济困难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社会实践活动内容，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

培养服务意识。通过参加实践活动，突出实践导向，促进经济困难学生知行合一，把学习践行新思想全

面融入到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服务地方等广阔领域，让学生在实践感悟中增强责任担当，在自我实现的过

程中化解自卑心理。 

3.3.3. 加强社区合作 
学校勤工助学岗位有限，工作内容相对简单。通过和社区合作，拓展助学岗位，获取更多勤工助学

岗位(纪可欣，刘辉，2019)。另一方面，可以带领经济困难学生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新颖、内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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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培养独立自强的

优秀品质，开阔眼界，丰富认识世界的渠道，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

鼓励校企合作、校友捐资、社会捐助，保障资金来源广泛，努力让个人、企业等社会性资金进入高校学

生资助工作，拓宽资助渠道，调动多方积极性，促进学生资助主体多元化发展(张佳华，2022)。以奖代助，

增加奖学金的设置比例，这样资助学生的同时，也能增强他们的自尊心，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增加

其心理资本。 
我们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坚定决心，让他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对于护理行业，他们的求职意向

更加明确，对未来生活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从过去的迷茫、无助和被动中走出来，展现出

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立志成为优秀的护理人员，回馈社会，为学校争光。这是他们的决心，也是他们

的承诺。 
虽然我国已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但是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高职院校

以心育人当在时时刻刻，扶志扶智扶心的重任不能放下，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是最终目标。

高职院校应当在做好物质援助工作的同时，优化资助育人机制，结合时代背景，因需施策，以学生现实

困难为抓手，立足学生学习、生活及工作需求，精准心理援助，帮助他们解决经济之困、心理之苦，促

进经济困难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走出社会后更快更好地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对国家对

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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