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0,,+123)4

5

2,+6(*7,-8+294*:2;

<

!!

=,

<

>!"#$

?(->&!

!

6(>%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A

年重点课题!

D\c#AW#F

"

作者简介!漆明龙#男#四川大英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高等职业教育&龚光军#男#

四川仪陇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教育理论

跨文化视阈下少数民族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漆明龙!龚光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四川遂宁
!

$!F"""

"

摘
!

要!少数民族大学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既有着与汉族学生同样的青春困惑#同时也存在着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心

理危机#这是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关切的重大问题'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及其

成因#要创建多元文化教育环境%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落实多样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方式%建立健全心理危机预警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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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我国的现实国情#

千方百计培育少数民族人才资源既是推动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促进中华民族

大家庭团结和谐%共圆*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

年
B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

出$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打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民族团

结教育常态化机制#促进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促

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创新教育载体和方式#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从跨文化的视域出发#了解少数

民族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与成因#有针对性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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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心理危机干预#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健康发

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战略意义'

一&大学生心理危机现象中的文化释义

曾经#在网络上流传这么一段话$*大学是什么/

它是人生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它是智慧的

时期#也是愚蠢的时期&它是光明的时期#也是黑暗

的时期&它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失望的冬

天&我们正在直升天堂#我们也正在直坠地狱+'心

理危机是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难以应对但又必须直

面的人生课题'学术界对心理危机问题的研究大多

是从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展开的'实践

表明#现有的心理危机干预理论存在着种种缺憾#不

足以使人的危机感从根本上得以释怀5

#

6

'

'一(心理危机的概念界定

#F$A

年#

D>P,

J

-,+

在对心理危机进行系统研

究之后#首次提出了心理危机!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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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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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他认为#心理危机是当个体面临突然或重

大生活事件!如亲人死亡%婚姻破裂或天灾人祸"时

所出现的心理困扰或失衡状态'

!""&

年#美国心理学家
]*2:;2],+4-

对心理危

机的实质和发展过程做了更为合理和清晰的解释#

他提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去定义心理危机#其实质

都包括
&

个基本部分$危机事件的发生&对危机事件

的感知导致当事人的主观痛苦&惯常的应付方式失

败#导致当事人的心理%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功能失

衡'这种定义比较全面而准确的感括了心理危机的

过程与实质#因而得到许多学者和临床工作者的

认同'

'二(心理危机研究的文化视角

近年来#心理科学中的文化因子逐渐引起广泛

关注#个体心理和行为中的文化特性得以重视#*以

文化为中心的观点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

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维

度#它的意义就像三维空间之后发现的作为时间的

第四个维度'+

5

!

6人的心理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形成

发展起来的#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面#

文化环境不断的作用于个体心理&另一方面#在心理

机制建构中#个体是主观能动的'在以汉文化为主

体的语境下#少数民族大学生要经受强烈的文化冲

击!

L)-;)*4:0(L[

"#从而会表现出独特的心理不适

应111文化不适!

L)-;)*4M2:(*M4*

"'因此#文化视

角是分析心理危机现象的一扇窗户'

二&跨文化视阈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

危机的表现

'一(对新环境不适应

当少数民族大学生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

大学校园时#其主要面临的是环境的适应#包括生活

环境和语言环境'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的

居住习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进入大学之后同大部

分汉族学生共同生活难免会感到不适应#如有些少

数民族学生不适应在公共场合洗澡或是脱衣服#导

致其无法适应大学中的宿舍生活#继而造成其心理

上的焦虑'此外#语言环境%学习方式的改变%人际

交往对象的不同等诸多*变量+叠加#少数民族大学

生在新环境中出现*水土不服+#严重的不适应就演

化为心理危机'

'二(学习焦虑难以消除

进入大学后#少数民族学生除了要尽快适应大

学的授课方式外#还要克服语言障碍和先天文化基

础不足#虽然他们学习目标明确#也勤奋刻苦#但和

汉族学生的学业差距*渐行渐远+#尤其是英语%计算

机等公共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原来他们是少数民

族地区的*学习佼佼者+#现在变成大学中的*学习困

难户+#*心理落差+巨大#挫折感%习得性无助感逐渐

呈现#严重的伴有失眠%头疼%食欲不振%胃溃疡等症

候#有的甚至产生休学%退学的念头'

'三(人际交往时的相对封闭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大学内的交际圈子往往局限

于同一民族或地区的同学#交际圈子比较单一%狭

窄#与其他民族的同学鲜有交往#他们对于汉族同学

的思想行为难以认同并理解'在交往心理上#他们

总是如履薄冰%存有戒心%过度谨慎#既渴望与人交

往而又害怕与人交往是其矛盾性的体现'有的少数

民族学生自我封闭#对老师和同学敬而远之#无形当

中缩小了交际半径#难以扩充交际范围#容易出现孤

独%无助和寂寞的不良情绪'

'四(就业中的迷茫

就业难是当代中国大学生面临的共同问题#少

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亦不容乐观'究其原因#

首先#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生涯规划意识#得过

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认为*船到桥头自然

直+&其次#有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等+*靠+思想#

当别人辗转于大小招聘会的时候#他们*深居简出+#

在学校里*蛰伏不动+&再次#虽然大部分少数民族学

生希望回到家乡建功立业#然而自身素质能力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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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岗位要求#最终*毕业即失业+'*就业难+%*难

就业+#想到就业前景时#难免不出现彷徨%忧郁%焦

虑的情绪'

三&跨文化视阈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

危机的成因

'一(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环境的冲突

近些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动乱#固然存在

着政治因素和敌对势力的煽动#然而单一文化与多

元文化环境的冲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少数民族

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伴随我国社会转型的

持续深入#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受到了多元文化的

强烈冲击'在进入内地高校之前#少数民族大学生

所处文化背景较为单一#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文化

观念'而在进入大学之后#各民族的文化差异被无

限放大#在单一与多元文化环境的冲突之下#部分少

数民族学生难以适应#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都

被迫发生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间的冲突以

更高频率的形式出现#甚至由个体心理问题演变成

群体社会问题'

'二(民族心理特征在异域文化中的内在影响

从民族差异的角度来讲#在少数民族大学生身

上表现出最明显的特征是民族自尊心和非正式群体

意识5

&

6

'所有的民族皆有自尊心#少数民族学生这

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尊心是成

人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的结合#自我意识不断增强#

希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表现得十分*敏感+和

*脆弱+#*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少数民族学生中

的非正式群体意识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

一方面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内部间的人际交往和沟

通#另一方面#却使他们失去了更加广阔的交往范

围#限制了个人发展的空间#这不利于自身成长'

'三(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必然过渡

文化适应和心理健康两者的关联#得到了很多

研究结果的证实'*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接触

时#变化必然产生#调整自己才能理解和适应周遭的

环境#但正是这个调整的过程给人们带来了负面的

情绪+'

5

A

6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生活在比较封闭的地

区#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崇尚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

到大学之后#历史传统%人文气象%价值取向等各方

面的不同#使得他们本能性的抵触和排斥汉族主流

文化#这正是心理危机产生的隐性根源'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面临多重压力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党和政府

非常注重维系民族团结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

发展#然而差距依旧存在'少数民族大学生自我认

知与社会认同的反差使得心理焦虑增加#*理想与现

实的迥异+%*自控与失控+的博弈#认知观念的重构

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挑战'此外#部分企业对少数

民族大学生存在着偏见#再加上近些年来不断发生

的少数民族地区暴乱的恶性事件#导致这种*偏见+

上升为*畏惧+&与主流文化中的同龄人相比#少数民

族大学生遭受更多的文化鸿沟%文化阻隔%语言不

同%饮食习惯%社会规范和习俗等方面的压力'

四&跨文化视阈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

危机的对策

'一(创建多元文化教育环境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是由英国著名教育家

詹姆斯.林奇所提出的#其核心内涵是以多元化的

文化教育满足少数民族群体与个体在文化与心理上

的需求#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互

相融合5

%

6

'在单一的文化教育环境当中#少数民族

学生常以本民族的角度思考问题#继而形成思想上

的错觉#鉴于此#高校需要将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贯穿

至每一个教育环节当中#在管理制度%课程设置%教

学计划等方面着手#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于学校教

育环境的的认同感#卸下心理包袱'多元文化教育

理念应该成为高校基本教育理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大学文化的创建过程当中既体现本地区主

体民族的内在文化#又要兼顾学校少数民族学生的

母体文化#多元文化环境创设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

消除心理危机的重要基础'

'二(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与

功能#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而言亦不例外'为了加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高校可以增设,少数民族发

展史-%,少数民族风情-等课程#在人事方面聘用少

数民族教师进行授课#以便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更好

地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增强其民族自豪感&教师需要

深入少数民族学生的内心世界#尊重文化差异#使高

校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不再流于形式#以文化

教育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此外#高校可定期举办诸

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节+与*少数民族文化大讲坛+

等活动#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为汉

族学生提供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窗口#通过对本民

族文化与自身心理的认知而上升到对其他民族文化

与同学思想行为方式的理解与宽容#促进文化的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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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多样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方式

各民族学生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其实际的心理

需求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高校在心理健康服务上

必须立足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创设多样化%民族

化%订制式的心理健康服务'例如#可以开展跨文化

视域下心理危机调试的相关讲座#有条件的高校可

以设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室#加强

少数民族学生心理危机研究#强化心理咨询师民族

心理%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相关知识结构的夯实#将

解决心理需求要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四(建立健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心理危机普遍存在着较长的潜伏期#如果高校

与少数民族学生缺乏沟通机制#便难以发现其存在

的隐性心理问题#愈演愈烈#最终甚至会酿成极端心

理障碍#通常表现为精神崩溃或精神失常'因此#高

校在落实多样化心理健康服务方式的同时#需要注

意建立健全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心

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的体制%心理危机预防与干

预工作的网络体系%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工作的途径

与方法及其提升体系等几个方面'建立少数民族大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制度#发挥心理健康档案的预警

功能&建立普查排查制度#形成普查和排查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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