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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型人格缺乏真正的人格教育
听完记者描述的“ 不受欢迎室友”

的特征总结，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指
出，幼稚型人格是适应性障碍人群身上
共同的特点。他认为：“ 如果追溯一下
这一人群的童年，在0-3岁的性格培养
期，他们一定缺乏真正的人格教育。这
一人群自小建立起的感触都以他人为
导向，在学校，以老师追求成绩分数的
好感为导向；在家里，以家长灌输的

‘ 打架一定要打赢’观念为导向。在人
格养成阶段，尤其需要加强与社会化进
程同步的素质教育。”

适应性障碍折射出关怀机制缺位
记者从黄浦区法院了解到，近五年

来，黄浦区法院审理的6起高校伤害类
案件中，2起发生在宿舍室友之间；3起
案件中，加害方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是
公开的。其中2起案件的加害方经司法
精神鉴定结果显示，均存在适应性障
碍。

黄浦区法院承办法官告诉记者：
“ 青年人群的适应性障碍并不是一个

新的提法，但真正引起公众关注还是在
暴力案件发生以后。学生之间已经公开
化的矛盾、案发前加害方适应障碍引发
的行为异常，这些都应该引起校方足够
的关注。社会进步、发展得越快，给人的
压力越大，因此产生焦虑是正常的。但
是，如果缺乏积极理性的引导，焦虑则
可能演变为心理障碍，产生抑郁倾向甚
至抑郁症。没有了健康的心理，必然导
致行为的畸变，甚至走向违法犯罪。”

黄浦区法院承办法官认为，年轻人
心理问题之所以不断加重、扩大，致使
出现普遍性的堪忧状态，根源是教育的
偏离和缺失。在任何教育环境和社会环
境中，都无法消除极端的个案，但是，可
以采取办法减少极端案例发生。如果不
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关注并强化学
生除知识之外的心理教育、生命教育、

人格教育、法制教育等影响一个人终身
发展的教育，那么，类似的案件会更大
规模地发生。要给每个个体自由发展的
空间，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人生价值和社
会责任，懂得团队协作、宽容待人。

办案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我国
高校内常见的心理咨询室或心理健康
课过于简单化、形式化，远不能应对大
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需求。此外，当前
高校辅导员体制也存在不少机制上的
缺陷。

关爱青年人群心理需全方位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特聘

专家刘新民介绍说：“ 9年前的马加爵
事件就是一个适应性障碍的典型案例。
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初期就需要进行及
时的心理疏导与干预。”

记者了解到，适应性障碍人群往往
会出现短期的和轻度的烦恼状态及情
绪失调，常常影响到社会功能。引起适
应性障碍的应激原可以是一个，也可以
是多个。可以是突然而来，也可以是较
慢的，某些应激原还带有特定的时期，
如毕业生求职、室友相处困难等。常见
的表现会有：焦虑不安，烦恼，忧郁心
境，胆小害怕，注意力难以集中，惶惑不
安和易激惹等等。同时，还会出现适应
不良的行为或暴力冲动行为出现的倾
向。在青少年中，以品行障碍尤为常见。
但适应性障碍并不是青年人群特有的
心理。

刘新民告诉记者：“ 培养青年人群
的社会适应性，除了情商的培养，加强
他们的‘ 逆境商’教育很重要。与那些
有适应性障碍的青年人接触下来，我发
现他们的思维模式很简单，看待人与事
情只有对与错这两种观点，他们身上普
遍缺乏‘ 一分为N’的分析能力。‘ 逆境
商’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素质
教育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关爱青年
人群的心理，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为心
理疏导队伍的全方位建设共同出力。”

日前，记者采访了南汇大学城、松
江大学城以及位于市区的几所高校。当
记者抛出“ 与室友相处难不难”这个话
题，来自女生寝室的代表们回答起来并
没有记者想象的那样遮遮掩掩：“ 或多
或少都有些矛盾，很正常。”

某文科院校的大二女生黄殷雯是
班级的班长，她大方地对记者说：“ 班
级里有个性的同学的确不少，再加上同
学们大多来自不同地方，因为生活习
惯、脾气性格的差异，同住一室其实是
一个在摩擦中相互适应的过程。”

大一刚进来的时候，班级里有一
个个头矮小的女同学小陆引起了黄
殷雯的注意：“ 可能是因为身高的缘
故，小陆给同学们的感觉很内向。当
时，和她一个寝室的同学都愿意好好
照顾她。”

然而，一个学期过去后，态势急转
直下。“ 她好像认为别人帮助她都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久而久之就没人愿意理
她了，”黄殷雯回忆说，“ 据她的前任室
友们反映，这位同学每天洗澡要差不多
2个小时。有好几次，她的室友们回来要
上厕所，当时她还没开始洗澡，于是就
和她商量能不能先让她们上个厕所，这
位同学就直接进去把门锁了，她的一帮
室友就要憋尿2个小时。”

小陆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相处特
点引发了室友们的集中不满，曾经的一
位室友向记者回忆了小陆举止异常的
一个细节：“ 她不愿再跟我们多交流，
你能想象她住在我们寝室的时候，开
门、关门、拉窗帘都要用一张纸巾包住
手吗？我们一度怀疑她有严重的心理洁
癖。”

小陆的父母也担心自己的女儿有
心理问题，于是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面前，小陆表现得很正常，
但回到寝室后，这个无法适应寝室生活
的女孩继续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自我

的世界里。最后，小陆的父母无奈地为
小陆办理了寝室退住手续，在学校附近
租房求学。

来自杨浦区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
王彤彤这样生动地向记者形容自己的
寝室：“ 我们四个室友之间的友谊的确
很微妙：亲密起来可以共用一个饭盒吃
饭；一旦争吵翻脸，一件随意摆放的衣
服，甚至集体宿舍电表上的几个数字都
会变成导火索。”

“ 但是过段时间，我们处着处着又
好了，呵呵。”王彤彤有些不好意思地吐
了吐舌头，青春特有的随性写在她的脸
上：“ 只要不是一方一味迁就，双方都能
意识到必须各退一步，那些因为生活琐
事引发的不开心最后基本都能一笑泯恩
仇。三年的集体宿舍生活告诉我，在家
里，我们可以是父母的宝贝千金，但是到
了宿舍，谦和的室友一定是我们中最受
欢迎的。如果想让自己在宿舍过得开心，
一定得收敛‘ 公主病’的坏习惯。”

在记者采访中，也遇到了不少相当
和睦的寝室。丁艳艳是来自杨浦区某高
校的大三学生，她所在的寝室是班级里
面公认的友好寝室，四个女孩个性迥
异，也不喜欢每天同出同进，但她们却
能相处愉快：“ 经过一个学期的相处，
我们寝室磨合出了一套只适合我们寝
室的文明公约。”

晚归就寝的同学第二天负责打满
全宿舍的热水瓶、谈恋爱的同学煲电
话粥不得晚于熄灯时间、照顾想家的
外地室友、电费平摊制⋯⋯这些细致
到日常琐事的一条条规则在四个女孩
眼 里 看 来 大 大 减 少 了 无 谓 的 忍 让 ：

“ 公约照顾到了四个人的感受，我们
会不定期地寝室卧谈，觉得有地方需
要修改，当天就会讨论出一个结果。集
体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关键还
在于有没有直视矛盾的勇气，以及积
极面对的心态。”

不受欢迎的室友多有“ 公主病”

》记者调查

女生寝室

“ 不怕性格上易燃易爆型的室友，
就对爱炫富的不感冒，”来自南汇大学
城的大二学生邵雷是班中好人缘的代
表，有口皆碑的他坦率地对记者说：

“ 大一的时候，为了把其他5个室友团
结起来，的确动了不少脑筋。”

大一入学时，邵雷被分到六人一间
的寝室，三个外地同学、三个上海同学：

“ 我倒没有什么地域观念，家人以前的
那些说法都是老皇历了。不过相处下
来，我觉得外地的同学表达的方式可能
更加直接，他们不喜欢含含糊糊的，也
很看重别人对他们是否尊重。多听听他
们的意见，对相处很有帮助。”

寝室组建之初，邵雷发现宿舍的
另外两名室友对集体活动比较冷淡：

“ 当时，宿舍里面要买一些公共用品，
我想到组织大家一起行动。刚开始，另
外2个同学推脱地说让我自己安排就
行，他们没什么意见。我觉得还是要把

他们吸引到共同参与的集体氛围，就
带着他们去校园超市，跟在他们身边
听他们怎么跟收银员问问题，来揣测
他们的喜好和需求。”

就这样，邵雷慢慢树立起了在室
友心目中和善的形象：“ 我们寝室现在
相处地挺有默契，大家都觉得既然是

‘ 纯爷们’，就不能太斤斤计较。我们
也会遇到意见有分歧的时候，比如有
的室友想早点休息要关灯，但有的室
友还在看书，如事先打好招呼约定好
关灯时间，基本上都能达成一致。沟通
的技巧很重要。”

然而，善于处理寝室矛盾的邵雷也
遇到过班级中的棘手人物：“ 有个同学
家庭条件可能比较好，为人很高调，给
人的感觉就是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有钱、
有地位。男生之间相处，其他细节或许
可以大大咧咧地忽略过去，而一旦涉及
到自尊这样东西，就很难让步妥协。”

不受欢迎的室友多爱炫富

男生寝室

》反思

《 2010-2011年度中国大学生心理
健康调查报告》 显示，90%以上的大学
生有过心理方面的困扰，85%的大学生
表示自己从未进过心理咨询室。

南汇大学城某高校英语老师张言
妮曾经也是一名辅导员：“ 那是我第一
次以辅导员的身份带学生，带那批大一
新生的第一年我很焦虑，体重从110斤
掉到了100斤以下。学生的朋辈心理很
强，宁可在同学圈里大吐与室友相处的
苦水，也不愿意跟我推心置腹。学生工
作琐碎而复杂，我一个人面对一个班级
35名学生，真恨不得自己会读心术。”

后来，张言妮开始在班级中物色人
缘较好的同学，安排他们担任心理委
员：“ 效果好多了，心理委员打通了我
与学生之间交流的通道。我既能比较客

观地掌握学生之间的交往动态，同时也
能用一种平视的目光对待他们。与学生
交流，辅导员摆出的姿态很重要。”

谈到目前校方的心理观察机制，张
言妮告诉记者：“ 我读书那会，全班同学
好像只有大一入学的时候，才会在学校
的统一安排下做一次心理测试。但是现
在，每到一个学年结束，班级里都会随机
抽几名学生接受心理测试，测试的结果
只有辅导员知道。这么一来，的确加强了
老师对学生心理状态的了解程度。”

此外，每隔一个学期，张老师还允
许学生自由组建寝室：“ 这种方式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那些已经公开化的矛盾。
但是人生在世，与人相处是门永远的学
问，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我的学生们
用更积极的方式去化解。”

》建议

高校辅导员：挑选心理委员自由组建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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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起高校伤害案中2起存在适应性障碍

青年人群需要提高“ 逆境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