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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缺位对高职新生心理健康影响探究
方　舒

（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浙江 金华 321016）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高职新生出现了父母缺位现象。本研究通过心

理测评、个别访谈和深入访谈等形式，了解父母缺位对高职生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经量表筛选，个人访谈后筛选出的心理

易失衡的高职新生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父母缺位现象；父母缺位对高职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影响；在父母缺位的高职新生家庭中，

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较高。在父母缺位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功能虚化，高职新生的健康成长就需要依靠学校探究对策，通过适当方式

介入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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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分析

（一）概念定义

罗图多指出，父亲的缺位包括身心两方面：“身”的缺位：

主要指父母离婚，父亲缺位、父亲常年在外在工作等情况；“心”

的缺位：主要指父亲虽“身”在场，但父亲功能缺失，孩子无

法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或者父亲以不合理的方式对待孩子。因

此，量表排查与个体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并不单纯将父母缺位

定义为父母离异，孩子跟随任意一方；而是以个体在成长过程

中感受到的家庭功能虚化；父母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参与感低下；

生理或是心理方面受父母照拂过少而产生心理失衡感，即定义

为父母缺位。

（二）调查对象

选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届与 2023 届新生为研究对象，

共完成大学生基本信息量表 762 份，大学生人格问卷（UPI）762

份，自评抑郁量表（SDS）762 份。以 1、UPI 总分在 25 以上；2、

UPI 中提出想轻生或者明确提出自身有心理问题需要咨询；3、辅

助题中至少有两题做肯定选择；4、第 8、16、26 题至少两题做肯

定选择；5、SDS 中抑郁严重指数≥ 0.6 为筛选标准，满足其中一

项即进行个体访谈。其中满足以上五项要求之一的学生共 157 名，

经量表分析、访谈判断，确诊、疑似精神障碍或者发生心理问题

概率较高的学生共 56 名，其中因父母缺位下的家庭问题引发心理

失衡的学生为 56 名，占 35.7%，占比较高。

二、父母缺位对高职新生心理健康影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孩子迈入社会化的第一步。

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模式，维持关系的能力都与原

生家庭关系密切。笔者以曾经的访谈个案为例，分析父母缺位家

庭对高职新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讨论其与高职生常发心理问题的

关系，探索应对策略。

（一）环境适应性一般，无法获得归属感

案例一：小 A 家庭环境复杂，父母离婚后都各自有了家庭。

父母从该生幼时就经常吵架，甚至离婚后见面依旧会发生争执，

关系一直很差。从小到大，小 A 的父母都沉溺于自身婚姻矛盾很

少关心小 A 生活，小 A 最为熟络的亲戚是隔代的奶奶与外婆。进

入大学后，小 A 表示她不愿意再和之前的高中同学太亲密，并不

是因为她喜欢新环境新朋友新课程，而是自己一直在回避亲密感

情与关系。小 A 觉得任何地方都只是暂留地，任何人都会面临离

别，因此她虽然看上去朋友很多，但时常会陷入抑郁情绪，朱灵

艳在《个人成长期父母缺位与其成年后社会交往行为之间的关系》

中表示“儿童成长期（0—12 岁）时的父母缺位会影响其成年后

的社会交往情况，导致其成年后较少与父母、配偶、子女等朝夕

相处的人进行倾诉”小 A 称她无法找到倾诉对象，只能通过剪纸、

刻画等文艺活动疏解内心痛苦。

（二）自我认同感低下，易引发抑郁

案例二：小 D 出生于农村，爷爷奶奶均因自杀离世。小 D 的

父母虽无明显矛盾，但家庭氛围一直非常压抑，父母将父辈的死

归咎在自身，始终活在无法逃脱的负罪感下。小 D 的父亲常年酗酒，

且经常感到胸口疼痛。在小 D 的记忆里，父亲为人善良性格温和，

但常年阴郁，只要喝酒就会抱怨自己的无能和命苦，让小 D 觉得

家庭非但不能给自己支持，自己也做不了任何事情来支撑父母。

小 D 为人开朗，性格温柔，学习上进，但在第二学期开学时突然

抑郁发作，无法自控地开始崩溃大哭，注意力涣散，并有无意义

感加重，自我效能感低下等表现。

（三）社交障碍，建立亲密关系困难

案例三：小 L 父母在该生新生入学后立马着手办理离婚手续，

但二人的关系早在小 L 年幼时就破裂。在小 L 的观念里，父母经

常为了各种事务“抛弃”自己，甚至父母在办理离婚手续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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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的也不过是签证明的角色，还是会被母亲一句“随便你，我

在忙”打发走。不被重视，没有话语权是小 L 成长之路的惯常感

觉。进入大学后，小 L 在进入大学后，就与同学发生了不少矛盾，

他试图证明自己，以获得话语权，与同学和老师争论不休；然而，

每一次他都会像面对父母那样主动道歉，认为这都是自己的问题。

他除了女朋友外没有知心朋友，虽然担任部门负责人，但不曾树

立起任何威信。

案例四：小 C 母亲患有精神分裂，在药物控制下能维持一段

时间的稳定，小 C 父亲在其 5 岁时因肺炎去世。小 C 从小被外婆

带大，和父母相处时间都很少，好朋友较少，大一时候和舍友闹

矛盾，换寝后和舍友关系依旧不冷不热。研究表明，父亲缺位的

孩子在与异性交往时更易表现为冲突性和不稳定性。小 C 谈过好

几段恋爱，甚至因为分手导致抑郁发作，休学一年。父亲缺位会

给家庭中的女孩提供不良的信号：她们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男性

伴侣。虽然因为长久缺乏父爱依旧渴望异性关系，在经历了好几

段恋爱后的小 C，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与恋

爱模式，找不到与朋友，与伴侣相处的亲密感与默契感。

三、浅析应对高职心理失衡新生策略

当代高职新生均属于“Z 世代”。信息化时代下的高职生有

着敏锐的观察力、追求个性，搜索信息能力强，接收观点庞杂。Z

世代从分辨力较差的童年时期便开始面对庞大的信息海洋，在这

样的背景下，家庭作为坚定后盾，作为塑造孩童自我的第一所学

校尤为重要，家庭需要更多地给予爱和肯定、陪伴力量与榜样角色。

父母缺位导致家庭的港湾角色弱化现象普遍存在，高职新生面对

父母缺失，家庭教养虚化，更容易产生一系列自我认知与心理问题。

因此，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家庭与社会的过

渡带——学校心理教育的作用，引导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积

极作用。根据学生工作经验，笔者初步总结出以下应对策略。

（一）积极开展心理普查，及时心理约谈

心理普查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前置内容，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新生入学之初，班主任与辅导员无法充分了解学生，

即使到毕业，辅导员也无法对所有学生进行个人访谈，这种情况下，

心理普查是了解所有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全面而又快速筛查心理

问题学生的重要途径。经量表统计结果分析，能够非常迅速地了

解各个学生的家庭结构、收入与变化情况；了解学生的个人成长

史与精神障碍历；了解学生存在的隐患并及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

访谈。及时心理访谈，一是能确定学生是否有心理问题与心理危机，

能尽早建议学生就医或者进行高校危机干预；二是通过心理约谈，

特别是针对父母缺位下的新生，能更好地利用家庭与社会的过渡

带让他们找到倾诉的出口，便于后续家校联系的开展。

（二）重视做好家校联系，促进协同育人

父母缺位会在不同程度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此次访

谈的 31 名学生中，11 名学生因家庭问题感到焦虑和困惑，虽然

来到学校，与父母距离较远，但养育方式对其身心造成的影响一

直延续在大学的生活姿态中。同时，很多缺席了孩子成长过程的

家长也会愈发漠视，觉得孩子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由老师管理

即可；孩子已经成年，可以放手任其为之。事实上，与学生共情，

与家长深入沟通，才能将孩子的客观情况分享给家长，站在学生

的角度和家长探讨合适的沟通方式。第一，辅导员通过家长可以

了解更多关于学生的信息，能够选择更加适合学生的访谈模式与

交流方式；第二，教师作为中间人，有突破孩子和家长之间固有

交流模式的可能，教师也能引发家长重视孩子心理问题，及时带

孩子进行专业判断与诊疗；第三，家校联系是做好心理问题学生

安全保障的重要措施。在经过普查与谈话后，将孩子的情况及时

告知家长，家长才会在日常中关注孩子的动向，才能在孩子出现

危机的时刻配合学校及时干预，及时化解。

（三）重建学生内心秩序，正视原生家庭

由于对心理问题与心理疾病认知不科学，学生出现心理问题

时，学生与家长均可能出现抗拒、羞耻等反应，学生也可能因为

家长的不作为感到心寒。针对一般心理问题的新生，作为高校心

理工作者，应该引导学生正视真实中的瑕疵，接受原生家庭；引

导发现原生家庭影响下自我的优缺点，努力学会释然，发挥主观

能动性改变自己。针对有精神障碍或者疑似精神障碍的学生，向

学生与其家长宣传心理健康常识，避免讳疾忌医，引导学生、家

长不耻病，不忌讳就医，科学服药。学校作为家庭与社会间的过

渡带，教师在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客观自我时，还应充分帮助学生

发掘个人潜力，发挥特长，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线上线下活动，提

高学生自我效能感，积极面对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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