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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心理健康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一个人在工作、学

习、生活中作出正确决策和选择的前提与

保障。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关系着学

生个人的命运,更牵动着社会、民族和国家

的未来。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

教育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近年来,高

校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所以,找出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并采取行之

有效的措施成为了高校面临的一项紧迫的

任务。

随着我国教育行业的改革开放和高等

教育的国际化办学趋势,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日渐增多并迅速壮大,这一办学模式丰

富了我国高等教育形式和我国教育现代化

构建。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

2  研究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的重要性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国内新兴的一种教

育模式,一般采取双校园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既要在国内学校完成一定课时的学

习,又要做好出国的准备。入学以后学生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1+3、2+2、3+1等模式

出国学习。这样跨文化的办学模式势必会

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心理冲击。国外大学往

往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体制,因此对于学

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会

给习惯了国内较为松散的大学教育模式的

学生造成很大的心理挑战。此外,出国以后

学生所面临的文化冲击、学业压力、语言障

碍和生活压力等等都会给其带来负面的心

理影响。对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合作办学事业顺利开展

的保证,也是学生自身健康、全面发展的需

要,从而为社会、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建设

型人才。

3  造成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问题的主

要原因

(1)双重模式下的学业压力

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模式,往往要求

学生具有较高的英语能力,学生在通过一

定等级的语言考试之后才可以出国继续学

习。因此,学生在平时不仅要关注专业课程

的学习,还要花费不少精力投身于语言方

面的课程或补习,例如雅思或托福。此外,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入学门槛相对较低,学

生刚入校时学习基础较为薄弱,而专业课

程又具有一定难度,加之英文授课理解起

来并不十分顺利,造成相当一部分学生学

习成绩不理想。这些都加大了中外合作办

学高校学生的学习压力,并且容易诱发他

们抑郁、焦虑、紧张的心情。

(2)高昂学费下的经济压力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一般较高,虽

然大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家庭条

件都较为优越,但高昂的学费仍然给很多

学生造成了不小的经济压力。此外,家庭较

为优越的孩子,身上往往存在着攀比、炫耀

的心态,也给部分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和压力。

(3)传统院校下的认同压力

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模式是随着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产生的,

其发展历史较短,良好的社会信誉尚未完

全建立,而其毕业生的实力尚未充分体现,

因此有不少人对这种办学模式还存在着一

定的疑问。另外,社会上不乏一些不规范的

留学中介机构,也给中外办学带来了一定

负面的影响。鉴于以上种种考虑,社会上对

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还存在着不少

的偏见与误解。并且,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

学生入学门槛较低,毕业后却拿着跟传统

院校高门槛一样的毕业证,难免会遭到传

统院校学生的不理解。这种社会上的不认

同会使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产生敏

感、偏激、敌对的情绪。

(4)激烈竞争下的就业压力

近年来,国内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十分激

烈,增大了就业难度。另外,虽然学生通过

出国留学获得了国外大学的学位,但是想

在当地留下并非易事,大部分毕业生还是

会选择回国就业,而随着国内就业市场留

学生数量日益庞大,“海归”的就业形势并

不看好。并且由于在国外学习时间较短,虽

然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知识面,增

长了见识,但是在知识储备上还存在着欠

缺,这跟在国内完成四年学时的学生相比,

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与普通高校的学生

和其它“海归”竞争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

产生“危机感”和“无能感”,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质疑,难免产生自卑的心理问题。

4  解决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问题的有

效途径

(1)利用校内丰富的学业资源缓解心理

压力。

针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课程时间紧

张,进度快速的特点,从新生阶段就定期开

展专业知识学习讲座,聘请专业教师或者

高年级专业成绩优异的同学介绍学习经

验,打消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和英语学习

模式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制定完善的学习

计划,消除心理紧张情绪带来的学习压力。

(2)善用校内丰富的文化活动释放心理

压力。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背景下的学生普遍

家庭条件优越,家长对其的培养注重多样

化程度,群体中多才多艺的学生数量较多。

适当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

生的专注力从经济生活的攀比程度和院系

横向比较中转移出来,增强自身的价值感

和自信心,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

(3)巧用空闲时间解读就业市场减轻工

作压力。

鼓励学生在空闲时间,特别是寒暑假

期间进行正规的工作实习,增加工作经验,

多方面了解就业市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实力。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学生在学习生活

中面临着种种压力与挑战,包括双重模式

下的学业压力、高昂学费下的经济压力、传

统院校下的认同压力和激烈竞争下的就业

压力。这些都是造成他们紧张、焦虑、偏激

等心理问题的原因。因此,充分认识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学生所面临的各种困惑,了解

其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认识到高校

心理教育环节的不足,建立适合中外合作

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促进学生

的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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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健康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其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保证。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出,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心里健康教育迫在眉睫。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国际化教育模式的趋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运而生,但由于
其发展历史较短,对于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问题研究并不是十分充分。该文旨在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
探究,从而建立适合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帮助学生解决心理上的困惑或焦虑,促进其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  心理健康  发展  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2(c)0222-01

DOI:10.16661/j.cnki.1672-3791.2014.36.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