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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挫折商或逆境商 )教育是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一项重要内

容
,

大学生 AQ的高低直接反映了高校人才的培养质量
、

目前
,

我国高校对大学生 AQ教育重视不够
,

大学生对

挫折的调适能力不强
,

其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失导
、

发育上失衡
、

情绪上失控
、

学习上 失趣
、

交往上失度
,

因此

必须帮助大学生正视挫折
、

缓解压力
、

优化环境
、

修正 目标
、

磨练意志
,

有效提高大学生承受挫折和战胜逆境

的能力
,

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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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挫折商或逆境商
,

是由加拿大培训咨询家保罗
·

斯托茨博士于 19 97 年

提出的概念
,

是指一个人承受挫折和战胜逆境的能

力
。

它与 IQ (智商 )
、

EQ (情商 ) 并称为 3Q
,

心

理学家把 3Q称为人获取成功的三要素
。

有的专家

甚至断言
,

100 % 的成功
=
20 % 的 IQ

+ 80 % 的 EQ

和 AQ〔
’〕

。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推孟曾对 15 00 名超常

智力儿童进行了 30 年的追踪研究
,

发现他们对社

会贡献的大小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品质和承受挫折与

战胜逆境的能力
。

由此可见
,

AQ在个人成长成才

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据有关研究发现
,

高校大学生从高考到人校后

2 一 3 年中
,

普遍存有挫折感
,

且 91
.

3 % 的学生 曾

遭受三项 以上的挫折
,

有 60 % 以上 的学生认为挫

折对 自己 的学 习
、

生 活产生 了较大 的影 响
{ 2〕

。

因

此
,

大学生作为高校培养的高素质人才
,

在其社会

化的进程中
,

必 须重视和加强大学生的 AQ 教育
,

帮助大学生充分认识挫折的必然性和两面性
,

在感

受挫折的过程 中找到对付挫折的方法
,

克服挫折对

人成长成才的不利面
,

在挫折中吸取教训
,

发挥挫

折的有利面
,

逐步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内化为 自身

的内在需求和素质
,

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
。

一
、

国内外 AQ教育的现状

社会的发展
、

科技的进步
、

经济的增长给社会个

体的成长与成才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

对个体的挫折调

适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

为此
,

世界发达国家较早就

开始重视青少年的 AQ教育
。

如美国注重培养青少年

的自立精神
,

日本重视青少年的
“

野外文化教育
” 。

今年
,

英国政府决定投入 12叹)万英磅引人
“

美式夏令

营
”

教育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洲决定投人 7仪刀澳元开

办特殊学校对青少年进行行为和心理辅导
,

并把青少

年的 AQ教育和培养列入学校的教育内容
。

发达国家

对 AQ 教育的重视
,

极大地增强了发达国家青少年的

挫折承受能力和心理素质
,

为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决

速发展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
。

相比较而言
,

我国在对青少年的 AQ教育和抗挫

折能力的培养状况不容乐观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
、

青少年所经历的挫折少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生活

条件的改善
, “

独生子女
”

所占人 口 比例的增大
,

当

今的青少年大多受到父母
、

祖父母的宠爱
,

很难有机

会体验生活中的辛劳与疾苦
,

丧失了在各种挫折和逆

境中成长的机会
,

严重阻碍了他们社会化的进程
,

导

致青少年人格发展的不健全 ; 二
、

有计划的 AQ 教育

不够
。

长期以来
,

教育思想贯彻的片面化
,

使得学校

教育重知识灌输
、

轻能力
,

重智力
、

分数
,

轻情感
、

意志
,

一直没有把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对挫

折的调适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
,

造成青少年

抗挫折能力普遍较低
。

他们一旦遭遇挫折而无法超

越
,

就容易产生过激行为
, “

马加爵事件
”

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案例
。

另据教育专家介绍
,

近年来青少年

自杀现象一直呈上升趋势
,

已经成青少年死亡的第一

位原因
,

而且低龄化严重
。

因此
,

对大学生加强 AQ

教育刻不容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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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大学生构教育不够的具体表现

【一 ) 思想上失导

当前
,

我们正处在世界多极化
、

经济全球化
、

思想多元化的时代
,

我国正处改革开放的关键时

期
,

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着传统价值观念
,

各项改革

打破了沿袭多年的陈规陋习
,

市场经济呼唤人的主

体意识的出现
,

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

鼓励积极

竞争和个人的发展
,

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和开放
,

社

会生活许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也都得 以允许和鼓

励 ; 同时
,

社会开放使各种西方思潮源源不断涌

人
,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大量 良秀不齐的信息频繁

刺激人们的眼球
,

中西文化冲突使人们的观念上发

生了碰撞
、

擅变
,

容易使大学生对西方社会的生活

方式
、

价值观念
、

文化思 潮等产生盲 目认同的趋

向
。

再加上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

高校扩招
、

收费上学和 自主择业等措施的实施
,

大学生在学习

和生存等问题的增多
、

压力的加大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的缺位和弱化
,

使大学生在政治信仰
、

思想

道德
、

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容易出现认识上的紊

乱和偏差
,

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大学生极易因此产生信

仰虚无化
、

理想庸俗化
、

目标实用化等消极现象
。

【二 ) 发育上失衡

社会个体生理与心理发展不同步的特点决定了

大学生生理成熟与心理成熟的不同步性
。

在生理

上
,

他们已是
“

成人
” ,

但在心理上
,

仍带有许多

少年时期的痕迹
,

如幼稚
、

脆弱
、

依附性强等
。

同

时他们社会经验较少
,

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
,

面对

社会的各种矛盾
,

还不能用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去指

导自己去缓解或解决矛盾
,

从而使其在学习
、

生活

等方面产生困惑和挫折成为可能
。

据调查
,

大学生

在回答
“

大学期间谈恋爱主要为了什么
”

这一问题

时
,

有 65
.

9 % 的大学生选择
“

为了体验爱情
”

和
“

为了充实大学生活
” ,

有 9
.

8 % 的大学生选择
“

为

了赶恋爱时髦
” 。

川在这种恋爱动机下
,

大学生恋爱

受挫现象较为普遍
,

有一部分学生可能因此一撅不

振
、

沉沦 自弃
,

有的甚至肆意诽谤
、

伤害对方
。

(三 ) 情绪上失控

大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
,

在

家长
、

教师
、

同学中都是
“

妓蛟者
” ,

容易产生 自

命不凡
、

目空一切
、

骄傲自满等情绪
。

.

但一进人大

学
,

成为大学校园中的
“

平常人
” ,

大学生的
“

理

想自我
”

和
“

现实 自我
”

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

距
,

再加上环境和 习惯 的改变
,

困难和挫折的出

现
,

部分大学生就容易产生极度 自卑
、

畏缩不前
、

性格暴躁等现象
。

(四 ) 学习上失趣

由于就读学校或就读专业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

标
,

学习任务和学习压力的加重
,

教学方式和学习

方法的改变
,

课程内容和成才内涵的丰富
,

管理模

式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

造成了大学生在学习上的不

适应
,

导致产生茫然
、

空虚
、

压抑
、

紧张
、

无所适

从等心理困惑
,

容易出现学习兴趣不高
,

学习动力

不足
,

学习效率不高
、

学习成绩不佳等现象
。

(五 ) 交往上失度

大学生一般来 自全国 (省
、

市 ) 的 四面八方
,

每个人在成长经历
、

行为习惯
、

兴趣爱好
、

思想观

念
、

价值取向等各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

人际交往

情况较为复杂
。

同时
,

由于大学生 的社会阅历较

浅
、

交往能力较弱
、

自身修养较差
、

自我评价较高

等特点
,

容易在集体生活中出现不合群等现象
、

受

到周围人的排斥甚至孤立
,

无法与他人和谐融洽地

相处
,

人际关系极度紧张
。

三
、

加强大学生 AQ教育的对策

上述种种表现
,

都是大学生 AQ教育欠缺
、

调

适能力不强而产生的
,

具有很大的盲 目性和 冲动

性
,

给大学生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

如何矫正大

学生的
“

挫折心理
” ,

提高大学生的抗挫能力
,

应

当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

内容
,

高等学校必须予 以高度重视
,

并必须多渠

道
、

多层次
、

全方位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

大大

加强大学生 AQ教育
。

(一 ) 正视挫折

巴尔扎克认为
:
苦难

,

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
,

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
,

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

渊
。

挫折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可避免的
,

平常人们所说

的
“

万事如意
”

永远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

不可能变成

一种现实
。

因此
,

我们首先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

育
,

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使大学生能够对社会
、

对人生
、

对事物有正确的了解

和认识
,

并能采取适当的态度和反应
,

从而增强抵抗

挫折的能力 ; 其次
,

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挫折观
。

挫折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和影响力往往与人们对挫折事

件的认知和评价有关
。

因此
,

社会
、

学校
、

家庭必须

形成合力
,

切实加强大学生的 AQ教育
,

帮助他们正

确认识挫折的必然性和对成长成才的两面性
,

挫折能

带来打击和痛苦
,

挫折也能催人思索和奋起
,

促人成

长和成熟
。

只有积极地面对挫折
,

以理性治疗非理

性
,

以合理思维代替不合理的思维
,

树立正确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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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这才是战胜挫折的根本
。

(二 ) 缓解压力

一个人处在挫折之中往往会出现紧张的情绪反

应
,

而这种紧张的心态如果不能得到适时疏导
、

情

绪得不到宣泄
、

压力得不到缓解
,

就可能被累积而

导致病态心理乃至攻击行为的发生 如 日本一家电

器公司设立的
“

情绪发泄控制室
”

就是缓解压力的

典型个案
。

就高校来说
,

缓解心理压力主要有两种

方法
: 一是谈心疏导

。

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者在与学生谈心的过程中要用摆事实
、

讲道理的方

法增强说理的针对性
、

语言的感染性
、

谈话的指导

性和建议的可行性
,

帮助大学生分析挫折产生的主

观
、

客观原因
,

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

二是心理辅

导
。

高校要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

丰富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内容
,

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网站
,

开设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
,

培养心理健康教育师资
,

拓宽心理

咨询渠道
,

引导大学生进行 自我心理调节或接受心

理咨询教师的专业辅导
,

以排解 他们心中的烦恼
、

苦闷
、

忧虑
,

达到内心的平衡
,

减轻心理压力
,

增

强对各种复杂环境 的适应能力
。

(三 ) 优化环境

外部环境因素是大学生挫折心理产生的重要挫折

源
,

因此首先是要减少使个体产生受挫感的因素
。

当

前
,

社会处在一 个提倡多元化思维的大变革时代
,

各

种矛盾和困惑的出现很容易使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产生

无所适从的感觉
,

这就要社会拿出科学
、

合理
、

配套

的改革举措
,

改革和更新落后的观念和制度
,

减少矛

盾和不公
,

为大学生步入社会创造 良好 的外部环境
,

把受挫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

其次是要积极营造充满关

心
、

爱护
、

体贴和帮助的集体氛围
,

让受挫者在感受

集体温暖和无私帮助的过程中鼓足克服困难的勇气
,

坚定战胜挫折的信心 ; 再次是积极构建民主的管理教

育机制
。

心理学家勒温于 1939 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领

导方式对群体成员行为影响的实验表明
,

在民主的领

导方式下
,

群体成员对挫折持积极态度
,

团结一致地

解决问题 ; 在专制领导方式下
,

群体成员则在挫折面

前表现出相互推卸责任
,

或相互攻击
。

所以
,

在大学

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要倡导民主的教育理念
,

动员大

学生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中来
,

充分发挥他们 自

我教育
、

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作用
,

更好地促进学

生成才和学校的发展
。

《四 ) 修正 目标

合理的 目标是激发社会个体能动性和创造力的

源泉
,

不合理的目标是导致个体成长过程中出现困

难和挫折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

首先要帮助受挫 的大学生在承认矛盾
、

正视挫折的

基础上
,

重新衡量各种限制动机满足的主客观条

件
,

权衡利弊
,

选择适 当的满足动机或需要 的方

式
;
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目标以彼此兼顾或扬长避

短
,

并在原来 目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 目标
,

进而在

新 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重新获得心理平衡
。

其次是应

该帮助大学生合理调节抱负水平
。

抱负水平 越高
,

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就越大
。

因此
,

大学生在 目标的

制订中既要考虑 目标的超前性
,

又要考虑可行性
,

既要考虑社会客观条件
,

又要考虑本身的主观条

件
,

并通过众多近期 目标的实现来达到自己的远期

目标
,

从而实现理想
、

造福社会
。

(五 ) 磨练意志

坚强的意志是社会个体事业成功的关键
。

意志

坚强的人
,

遇到挫折会越战越勇
,

意志软弱的人
,

遇到挫折就会退避三舍
。

因此
,

我们必须采取适当

的措施
,

以提高大学生 的意志力
。

一是适当进行
“

劣性教育
” 。 “

劣性教育
”

是指利用对人有适度
“

恶劣
”

心理压力的
“

劣性刺激
”

去磨练人的意志

的教育
,

努力提高学生的
“

挫折阂限
” ,

提高心理

抗挫折能力
。

孟子说
: “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

劳其筋骨
,

俄其体肤
,

空乏其身
,

行拂乱其所为
,

所以动心忍性
,

曾益其所不能
,

人

恒过
,

然后能改 ; 困于心
,

衡于虑
,

而后作 ; 征于

色
,

发于声
,

而后喻
。 ” [’j 这段话是对适度

“

劣性教

育
”

的必要性最好的说明
。

因此
,

在大学生 AQ教

育中
,

我们可以通过开展体育运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等方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挫折容忍力
,

提高大学生对

挫折的 自我调适能力
。

二是典型激励
。

大学生求上

进
、

思进取
、

易冲动的心理特点决定了典型人物
、

事件对其成长成才的有效性
,

因此
,

我们在工作中

要注意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格言
、

警句或名人成才事

例去教育和引导他们
,

经常在学生中发现一些典型

去激励他们
,

帮助大学生从挫折中走向成功
,

从逆

境中走向顺境
,

不断增强 自信心
,

勇敢面对困难
,

提高抵抗挫折的能力
,

从而健康地发展和成长
。

〔参考文献 ]

}ltt p : / /

www
.

Z lth
.

e 〔”可11tlnl /日、
树1

5 一
1 14

.

hti司
.

李兵宽
,

李国涛
.

大学生挫折心理的成因及对策【J〕
.

中

国青年研究
,

2的3
,

(7 )
.

王玉美
.

当前大学生应加 强挫折教育〔J]
.

滨州师专学

报
,

2 (又)2
,

(9 )
.

杨伯峻译
.

白话四书【M〕
.

长沙
:
岳麓书社

,

1989
.

门..J

I
乃..J飞J eses

21
门、
4

厂..胜广一一一LresesL一L

(责任编辑
:
赵惠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