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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 /星期天夜光杯

主持人的话

! !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
大! 高校中来自贫困地区" 贫困家庭的学生数目也在增
长# 这些学生背负着家庭的重托和父辈的期望走进高等
学府$大部分学生自强不息刻苦努力!享受着新环境所带
来的资源%信息!继续探寻更高的生活目标$ 也有一些学
生!在新环境里迷失了自我!陷入&心理贫困'的危机$ 本
期谈话!让我们一起关注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调适梦想
和现实的距离! 在给予他们物质关怀的同时给予他们更
多的人文关怀$

让梦想照亮现实

! ! ! !主持人#目前高校中关于

困难生的标准是如何认定的!

学校的援助措施有哪些! 经济

层面有哪些"精神层面有哪些!

刘老师#关于高校困难生
的标准，每个学校有不同的标
准。我校认定困难生和特困生
的标准，主要依照家庭人均月
收入状况，并考虑地域差异和
特殊情况（如单亲、大病、残疾
等状况）。针对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学校做了多种探索。在
经济方面，主要有“奖、助、贷、
勤、减、免、补”等帮困方式。
即：鼓励困难学生努力学习、
争取奖学金；为困难学生提供
部分助学金；鼓励困难生申请
助学贷款；鼓励学生参加勤工
助学获得劳动收入；为部分困
难学生减免学费；应对一些自
然灾害或学生突发事件，提供
临时困难补助等。在精神层
面，学校启动了多项专项帮扶
计划。如针对困难生的心理援
助计划、技能提升计划、励志
培养计划、就业援助计划等。

主持人#除了经济上的援

助"你觉得家庭贫困的学生还

需要什么样的援助!

刘老师# 学业上需要帮
助。由于地区教育水平的差
异，不少学生在大学都遭遇过
学业上的困难。如一些困难生
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够，不少困
难生在上大学前很少接触电
脑，学习“计算机基础”课有困

难。此外，和别的孩子相比，困
难生还非常欠缺“机会”。比如
今年，遭遇“史上最难就业
年”，在这场既“拼能力”又“拼
爹”的战争中，“困难生”的处
境是相对不利的。学校要启动
就业援助机制，给困难生以更
多的就业选择机会。

主持人#同这些孩子接触

了这么久"你最想提醒他们一

些什么!

刘老师# 我想提醒他们，
无论环境如何困难，保持诚信
都是必须的做人准则。我曾经
遇到过一个困难生，参加勤工
助学活动时，为了拿到更多的
报酬，屡屡谎报勤工助学时
间。我发现之后立即批评教育
了他。其次，再困难也要敢于
做梦、敢于追求。我们的一项
校内调研显示，很少困难生把
“出国读书”作为自己的生涯
规划的一部分，他们普遍认为
出国读书是富人孩子的专利。
但我认识这样一个孩子，大一
时丧父，母亲下岗，靠贷款、助
学金、奖学金以及勤工助学收
入读完了大学。四年里他学习
勤奋刻苦，考了托福和 !"#，
今年申请到了美国名校全奖，
即将赴美读硕。我还想对家庭
经济不好的孩子们说，遇到爱
情的时候你们也要勇敢去追
求。在上帝面前，每个灵魂都
是高贵而美丽的，“屌丝”也有
追求爱情的权利。

! ! ! !主持人#从老家到上海来念书"心理上发生过

些什么样的变化! 心里会有落差吗!

乐永飞#心理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这就像
初中离开家到市里读书一样。最主要的变化是对
于家里更加思念，更加担心。当看到与老家不一样
的大都市后，心里会有落差的。心里想为什么家乡
发展不起来，如何才能发展自己的家乡。

方秀峰#对我来说，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村来
到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心理落差必然是存在的。在
校园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渐渐发现，差距已
然存在，而且处处都是，生活上是，就连以前引以
为傲的学习上也是了。而且据我观察，很多经历相
仿的同学也是如此。从我们这类学生的立场看，要
说心理状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面对很好的机会
却怯于尝试，或者尝试之后因为本身的差距而屡
次受挫，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负面的心理。对大学生
活，确实有很大影响。

主持人# 对于学校组织的一些对于贫困生的

援助"你觉得最受益的是什么项目"最让你不能接

受的是什么!

乐永飞# 我觉得最受益的是学校勤工俭学项
目，因为这项目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劳获得的。
这样既能帮助自己，也能培养自己的能力。最让我
不能接受的是一些家里非常有钱的人只凭一些证
明而得到援助的项目。

方秀峰# 我是在进校之后才知道学校有那么
多对于家庭困难学生的援助项目，我也参与过勤
管办组织的资助其他同学的项目。对于我，最受益
的项目大概就是出国交流助学金吧。这个项目让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没有条件的农村出来的学生，
有了一种开拓眼界挑战自我的机会。

主持人# 同学之间物质上的攀比会让你觉得

心里不舒服吗!

乐永飞#我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因为自己家
里情况不好，我应该多为家里着想，我想的是如何
帮助家里减轻负担而不是受攀比影响。这些年我
也真的没有遇到过特别不愉快的与物质条件有关
的事情。

方秀峰#我参与的社交活动不多，与所在的集
体关系都挺好。主要是我也不大关注物质攀比这
方面的东西，别人有什么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大的
所谓，因此没什么比较大的物质攀比引发的不舒
服感。不过，客观一点说，物质上的差距总还是存
在的，比如外出游玩、出行、购物等都受到限制，不
过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主持人#高考时是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的!来

上海念大学之后"这些梦想有所改变吗!现在的梦

想是什么!

乐永飞#高考的时候，我就希望在大学期间一
定要自己提供一切费用，不再给家里带来负担。毕
业后，回家为家乡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上
海念大学之后，这些梦想没有改变，这些梦想在一
步一步实现。现在的梦想还是一样的，和高考时候
的梦想没有变化。

方秀峰#说实在的，中国的学生有几个高考的
时候设想过自己的未来的呢？现在的梦想很简单，

教师
! !刘老师

本市某 !""大学学生处工作人员

每个学生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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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秀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

“我可以忍受不完美的现实，仍然让自己快乐”

———关注高校贫困家庭学生

! ! ! !主持人#在众多贫困大学生

中"有个别学生为自己的贫困出

身而自卑#痛苦"他们对自己没

有信心" 不愿承认自己的贫困"

因此一次次失去受帮助的机会"

即使得到别人的资助"也会深深

内疚#自责$ 你觉得出现这类现

象的根源是什么!

高建秀#这种现象的根源可
以从评价性焦虑的心理状态来
看。对于敏感的个体来说，当他
们觉得容易受伤害，个体的反应
就可能会是自我保护性的：他自
动缩回自己的壳里，这样就可以
隐藏自己的弱点。对有些家庭贫
困学生来说，他们具有被评价的
恐惧，评价性情形可以看作是对
抗或挑战———使个体处于防御
姿态。他们害怕谈及有关贫穷的
字眼，不愿意让同学知道自己是
贫困生，他们宁肯节衣缩食也不
承认自己的家庭贫困。他们不愿
接受他人的帮助$对同学与老师
的好意总摆脱不了被施舍的感
觉。在人际交往中，他们不希望
被人特殊对待，从而加重了他们
的心理负担。但理智与现实却不
容他们拒绝和脱离他人，这种矛
盾的心理，往往驱使他们走向自
我封闭、孤僻甚至心理畸形。

主持人#如何从心理上帮助

贫困生脱贫! 学校%家庭和同学

分别可以做些什么!

高建秀#家庭贫困可能容易
导致绝望、低自尊，但贫困最大
的伤害，是把自己看成是劣等
的。对于学校来说，首先要开展
平等教育、爱心教育。其次，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形成一种有利于
贫困家庭大学生群体健康成长
的良好氛围。第三，加强对贫困
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积极开展心理咨询或心理辅导
活动，及时疏导学生的各种心理
困扰，帮助他们逐步完善人格。
对于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可

以有三种方法协助其子女缓解
压力。首先，觉察子女受创伤的
压力或沮丧的情绪。一般而言，
子女的压力，往往是先被家人发
现，因为家人彼此之间的相互熟
悉，他们因此容易发现彼此之间
任何的情绪或行为的变化。第
二，面对压力源。这是希望家人
彼此帮忙去面对非常态行为的
原因，站在感受到压力的子
女立场上帮助其面对
压力或不如意。

第三，支持性的重新建构。这是
指家庭有能力用一种比较正向
的和乐观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看待目前不如意的境况，如
“它使我们有机会关系更加紧
密，共同面对问题”。因此，家庭
可以协助家庭成员建构他们自
己的“治愈理论”。

学生自己呢，首先，放下自
怨自艾心态。一些贫困家庭的学
生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的消
极思维，反复出现自暴自弃的心
态，生活得不快乐。第二，放下抱
怨的心态。停止对人、事、环境的
抱怨。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但是人们可以控制自己对这些
事情的看法和反应。第三，放下
别人的看法。有些学生总是根据
别人的观点或想法去生活，而忽
视自己内在的声音，内心的呼
唤。请记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
要有一个合理的认知来重新评
价自己，摆脱自卑焦虑的消极情
绪。第四，增强抗逆力，减少挫折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再焦
虑恐惧，迈向成功。

主持人#我遇到一位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家庭需要他工作

养家"但他坚持要读一个就业前

景不好的专业的研究生"他觉得

是在实现梦想"父母觉得他在逃

避现实"梦想如何与现实调适!

高建秀#合宜的梦想和期待
可以达成一些重要的目标，赢得
自己和他人的认可。但有时梦想
与现实有距离，如何让梦想和期
望维持在合宜的状况，不让它们
变成过度强求？这就是要有弹
性、不武断、不绝对。合宜的希望
和期待是这样的，如“我希望自
己达成某些重要的目标，赢得别
人的认同，但我不一定非这么做
不可。”高挫折忍受力的希望和
期待，如“我希望在重要的目标
上成功，赢得他人的认同，当环
境和他人阻碍我的时候，我会失
望和后悔，但不至于沮丧和愤
怒。我可以忍受不完美的现实，
仍然过着快乐的生活。”“这不是
世界末日；我可以做其他事情，
而且很快乐。”如此，梦想与现实
或许就能较好地得到调适。

主持人语#梦想"不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字眼&或许对于来自

贫困地区和家庭的孩子来说"如

何让梦想照亮现实"需要更多

直面生活的勇气和更艰辛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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