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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之乐如何可能

—
时贫困大学生学习心境的思考

王向东
(浙江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

浙江 杭州 31 田12)

〔摘 要J
“

孔颜之乐
” ,

是忽略身处贫穷
、

困厄的现实处境
,

能长期地保持一种精神饱满
、

愉快的心灵

状态
,

是一种超脱
、

高级的乐趣
,

是一种宁静闲适
、

超然物外
、

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
。

当前大t 贫困大学生由

于经济上的困难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和影响
,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

应该采取一些有效措

施来尽t 使贫困大学生获得孔颇之乐
,

在良好的心境中提高学习效率
,

促进发展
。

〔关抽词』 孔颜之乐 ; 贫困大学生 ; 学习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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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并轨收费政策的实施和大学生学

杂费的不断上涨
,

加之地区发展不平衡
、

农民收人

过低且难以增加
、

城市大量下岗工人的存在
,

导致

高校中出现 20 % 以上的贫困大学生
,

总数超过 2印

多万
,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

由于贫困
,

加之

大学生心理上的不成熟
,

缺少生活的经验和思想底

筑
,

他们容易为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

难以保持一种

宁静闲适
、

超然物外的心境去进行生活
、

学习
。

如

果不及时加以引导
,

轻则导致心理失衡
,

重则导致

违法犯罪甚至自杀
,

当今一些贫困大学生因贪图享

受而偷盗
、

卖淫
,

因承受不了重重压力而逃避
、

自

杀等现象的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如何使贫困大

学生不被暂时的困难所压倒集中精力搞好学习? 如

何保持在一种精神饱满
、

愉快的心灵状态下学习?

如何对贫困大学生不健康的心理进行调适? 怎样才

能使广大贫困大学生获得
“

孔颜之乐
”

? 这是我们

应该思考的问题
。

一
、

孔颇之乐的内涵

子日
: “

贤哉
,

回也 ! 一革食
,

一蔽饮
,

在陋

巷
。

人不堪其优
,

回也不改其乐
。

贤哉
,

回也 !
”

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颜回在过着别人忍受不了的那

种住在穷巷里
,

吃一顿饭
、

饮一碗水的贫困潦倒的

生活时仍能保持平和心态
,

自得其乐的由衷赞赏
。

孔子自己也有类似颜回的感受
“

饭疏食饮水
,

曲肤

而枕之
,

乐亦在其中矣
,

不义而富且贵
,

于我如浮

云
” 。

吃粗食
,

饮白水
,

手臂一弯就是枕头
,

生活

虽然清苦
,

但乐趣就在其中了
。

不得当的富贵
,

就

像天上的浮云一样
,

不是我所关心的
。

这种乐也就

是后来儒家常常提到的
“

孔颜之乐
” ,

它是一种独

立于外物的
、

拥有富足精神生活的
、

面对困乏物质

生活仍能自得其乐的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

是
“

不以

物喜
”

之喜 ; 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感官愉悦和物

质享受
,

是忽略了身处贫穷
、

困厄的现实处境
,

能

长期地保持一种精神饱满
、

愉快的心灵状态
,

是一

种超脱
、

高级的无物之乐
,

是一种宁静闲适
、

超然

物外
、

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
。

最佳的学习心境就是

指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没有心理障碍和心理包袱
,

对

学习始终兴趣盎然
、

信心十足
,

以顽强的毅力去克

服学习中的重重困难
,

在学习过程中能体会到轻松

感
、

偷快感
、

成就感
,

能潜心于学习
,

并以学习为

乐
,

以学成为荣
。

如果广大贫困生能够获得孔颜之

乐
,

他们就能够正确面对由于经济原因所带来的重

重压力
,

在外界的诱惑和自身的困境中保持冷静的

头脑和健康平和的心境
,

潜心于学问中
,

达到事半

功倍的学习效果
,

真正做到
“

两耳不闻窗外事
,

一

心攻读坚贤书
” 。

二
、

孔颇之乐何以难得

由于部分贫困大学生心理上的不成熟
,

对未来

的迷茫
,

对贫穷差距和社会不公平等的不理解
,

现

实生活中不时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不愉快的体验都使

他们太在意自己的贫穷
,

给自己背上了太重的心理

包袱
,

使他们处于精神紧张焦虑
、

情绪烦躁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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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心理状态
,

以致于难以达到
“

孔颜之乐
”

的境

界和获得良好的学习心境
。

首先
,

大学生在这一特定年龄阶段心境容易出

现大起大落
。

大学生一般是处于 18 一
22 岁之间

,

他们的生理发育虽已基本成熟
,

但心理发育却仍有

待成熟
,

他们不能客观地看待各种社会现象
,

容易

持偏激的观点 ; 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和诱惑
、

情

绪波动大且虚荣心较强 ; 对自己的心理障碍难以主

动调适
,

一旦受到刺激
,

压抑感
、

焦虑感
、

矛盾心

理
、

意志消沉
、

情绪低落
、

目的茫然等心理障碍就

随之产生
。

贫困大学生更要承受额外的来自经济

上
、

生活上的巨大压力
,

老少边穷的贫困大学生还

要承受地域文化
、

背景差异所带来的生活习惯
、

思

维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心理压力
,

以致他们情绪起

伏大
,

更加难以获得心静如水的状态集中精力进行

学习
。

现今大多数教育管理者对心理教育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而疏于管理 ; 加上学生的激增
、

住宿的社

区化
、

学生心理的隐蔽性与复杂性等原因
,

教育管

理者往往力不从心
,

难以及时发现和疏通学生深层

的心理障碍
。

第二
,

过分物质化
、

商业化的校园容易使贫困

大学生过分自卑
。

在市场经济下的大学校园早已失

去了往日的平静
,

与曾经的象牙塔不可同日而语
。

它不但处于周边
“

歌舞厅文化
” 、 “

网络文化
” 、 “

吃

喝文化
”

的笼罩之中
,

而且校园内也店铺林立
,

商

业广告漫天飞
,

学生请客风
、

送礼风也愈演愈烈
,

很多大学生被卷人
“

附潮流
、

赶时堪
、

追时尚
”

的

漩涡
,

群体心态普遍浮躁
,

不愿下苦功学习
。

这些

经济困难的贫困大学生还经常要为生活犯愁
,

每月

的生活费都要东拼西凑
,

花一分钱都得思考再三
,

他们生活在过分物质化的校园环境中
,

与那些吃穿

无优
、

出手大方的同学形成天坡之别
,

面对这种反

差
,

给他们心理上造成的刺激是极大的
,

易使他们

心理产生不平衡
,

久而久之就会让他们情绪低落
、

心理灰暗
,

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

形成自卑自贱心

理
,

丧失奋斗的动力
,

也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动机
。

第三
,

贫困生在学习和能力方面优势上的丧

失
,

容易使他们产生过度焦虑情绪
。

在以前的学习

生活中
,

贫困学生赖以自豪的是他们的优异成绩
,

维持他们在同学中的优势地位的也是他们的学习成

绩
,

但一进人大学的学习
,

他们的优势就难以体现

了
。

这些学生绝大部分来自老少边穷地区
,

教育基

础薄弱
,

知识面
、

视野存在局限
,

特别是在英语口

语和听力以及计算机应用上
,

加上平时思想负担过

重
,

营养不良
,

有时为了生活费而不得不经常在外

打工
、

经商花费了不少时间
,

所以虽说他们在学习

上刻苦用功
,

但由于经济上和时间上的限制
,

贫困

学生无法购置更多的学习资料
,

无法参与更多的社

会交流与培训
,

在信息化
、

学习化的社会中
,

这些

都对贫困生成才构成巨大的障碍
,

因而贫困大学生

在成绩方面难以取得优势
,

久而久之就会怀疑自己

并形成过度焦虑情绪
。

具体表现在
: 1

.

学习中心

理压力太大
,

情绪压抑
。

2
.

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
,

总担心 自己学得不好
、

对可能取得的考试成绩顾虑

重重
,

信心不足
,

忧虑过度
,

以至寝食不安
。

第四
,

许多贫困大学生往往不能正视自己的困

难
,

使自己处于过度忧虑的心境之中
。

贫困大学生

往往不能正视自己的贫穷
,

将自己物质上的贫困看

得过重
, “

没钱
”

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可怕的阴影
,

认为自己一无关系
、

背景
,

二无金钱开道
,

将会一

事无成
,

他们不位得
“

艰难困苦
,

玉汝而成
” ,

只

觉得贫穷带给自己的是负担
,

将自己埋藏在痛苦之

中
,

对未来丧失信心
,

对生活失去希望
,

对学习失

去兴趣和动力
,

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希望
,

从而不

去面对现实
,

去奋发进取
,

内心的优虑得不到及时

的缓解
,

就容易感到走投无路
,

也就谈不上有多好

的学习状态了
。

第五
,

人际关系上的自我封闭易使他们产生苦

闷的心境
。

许多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能

融人集体中去
,

他们易于把自己当作另类看待
,

觉

得自己矮人一等
,

对同学
、

老师的好意摆脱不了被

施舍的感觉
,

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设置了一道道屏

障
,

所以他们多是独来独往
,

怯于参加集体活动和

社会交往活动
,

加上现在大学校园中同学之间感情

上的沟通也常伴随一些金钱和物质上的消耗
,

贫困

生也难以有这额外的开支
,

并且他们又担心同学说
“

小气
”

而被轻视
,

便产生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

认

为
“

同学交往也是一种负担
” ,

所以他们索性 自我

封闭
,

丢失与人交往的勇气
。

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

表明
: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和人际关系是减小生活

压力和增进心理健康的有效手段
。

三
、

孔颇之乐何以可能

美国成功学始祖拿破仑
·

希尔说
: “

一个人能否

成功
,

关键在于他的心理状态
。 ”

具体到贫困大学

生也不例外
,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否发掘自身的潜

力
,

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

取得好的成绩
,

实现成

才的目标
,

关键在于他们学习心境
。

部分贫困大学

生的心理失常
,

悲观
、

颓废的心境主要是由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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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而导致
,

进而妨碍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
,

丧

失获得能力锻炼
、

知识增长的一些机会
。

因此驱除

贫困大学生的心魔必须坚持物质帮助和精神解困相

结合
,

外界干预
、

引导与自我调适相结合
。

对学校和社会来说
,

为了尽量减轻贫困大学生

的心理负担
,

营造一个有利于贫困学生成长的环境

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

第一
,

针对引起贫困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原因
,

在物质上对他们进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

学校要尽

最大努力建设和完善奖学金
、

助学金
、

特困生补贴

和贷学金制度
,

给少数极端困难的学生减免学费
,

创设更多的勤工俭学岗位
,

支持鼓励学生开展正当

的勤工俭学活动
,

勤工俭学要注意工作岗位和报酬

的长期与稳定
,

否则无法稳定贫困学生的心理
,

不

可能使他们安心学习
、

生活
,

从而彻底消除心理问

题
。 “

扶贫先扶志
”

要对贫困生加强思想引导
,

帮

助他们支撑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

坚定他们对精神价

值和美好人生的追求
,

教育他们要
“

穷且愈坚
,

不

坠青云之志
” ,

树立搏击人生的理想
、

勇气和坚韧

的意志
。

第二
,

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消费意向和消费行

为
,

优化校园环境
。

必须对大学生
,

特别是富裕大

学生的消费意向和消费行为加以正确引导
,

提倡艰

苦奋斗
、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

加大思想教育的力

度
,

在校园中形成艰苦朴素光荣等正确的舆论环

境
,

形成抵制和克服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和各种社

会现象的风气
,

开拓奋发向上
、

拼搏进取的良好局

面
,

优化校园环境
。

第三
,

创造和谐
、

进取
、

友爱
、

理解的班级环

境
。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
:

制约和影响个人成长的因

素
,

除了个体内部条件外
,

还受到他所处的外部环

境的影响
,

环境因素往往是个体心理受挫的起因
。

因此通过创建和谐
、

进取
、

友爱
、

理解的班风可以

减轻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

进而打开学生封闭的

心灵
,

让他们学会与人相处
,

克服孤独情绪
,

宜泄

内心苦闷
,

使人在心理上得到安全感
,

获得相互学

习和发挥自身特长的机会
,

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

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中
。

这对维护贫困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和保持乐观向上的心境起着重要作用
。

第四
,

开展积极有效的心理咨询活动和传授心

理防卫技能
。

贫困大学生是心理疾病与心理障碍的

高发人群
,

部分贫困生面对心理问题时难以自我调

节
,

但可以通过与老师和亲友的沟通来调节平衡
。

所以学校教育中必须提供这种必要的咨询活动来教

育引导贫困学生
,

用发展性咨询来解决贫困学生面

临的暂时困难造成的心理压力
。

指导贫困生正视自

己
,

学会运用积极有效的心理防卫机制 (为避免一

些有损于心理健康的情绪
,

而在心理上运用歪曲
、

夸大
、

否认
、

升华来减轻或摆脱情绪困扰
,

维持自

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方法)
,

一旦内心出现矛盾

和困惑不能平衡时
,

能够科学地运用心理防卫机

制
,

采用代偿作用
、

幽默
、

转移
、

合理化等积极有

效的防卫方法进行有效地自我控制和调节
。

当然
, “

解铃还需系铃人
” ,

贫困大学生应该发

挥主观能动性
,

有意识地调节心境
,

使自己成为心

境的主人
,

抛弃消极心境
,

拥有积极心境
,

使自己

处在愉快的心境中轻松学习
,

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体

会到轻松感
、

愉悦感
、

成熟感
,

从而对学习产生浓

厚兴趣
。

这就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

1
.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
。

只有认清人

生的意义
,

树立远大的理想
,

才不会沉沦于贫困和

身边的琐事
,

从而减少无谓的烦恼 ; 只有以辩证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对待生活中的各种矛盾
,

才能豁达

大度
,

忍人之所不能忍
,

处人之所不能处
。

2
.

培养自己的自信心
。

尽可能参加一些力所

能及的活动和工作
,

通过这些可以使他们发现自己

的价值
,

获得老师和同学的承认和自信
,

使之获得

成就上的满足
。

这对维护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增强自

信具有重要意义
,

自信心增强了
,

对自己的学习将

充满希望
,

这样就可使快乐与成功相伴交融
。

3
.

注意学习方法和劳逸结合
。

过重的学习负

担容易产生学习心理疲惫
,

往往也是造成厌学情绪

的罪魁祸首
。

因此贫困大学生应注意自己的学习强

度
,

做到劳逸结合
。

在学习之余参加各种文体活

动
,

这不但能消除疲劳
,

还能松弛情绪
,

焕发精

神
,

解除疲劳苦闷
,

提高学习效率
。

4
.

了解自我
、

承认 自我并接受现实中的自我
。

一个人要充分地了解自我
,

更需要坦然地面对
,

因

为在个人所具有的条件中
,

有些是无法改变的
,

比

如面容等
。

不能接受贫穷境遇中的现实只会增加自

己的不安和痛苦
,

要知道真正属于你的是知识
、

能

力和品格
,

只有用你自身具有的和别人相比才有

效
,

比这几样你并不比别人差
,

因为你是在艰苦的

环境中考人大学的
,

在以后的学习
、

工作
、

生活中

只要你保持上进
,

你一定会比别人出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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