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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应激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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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大学的校园里, 因心理应激而引起大学

生人际交往障碍的案例穷出不迭, 并呈上升的[ 1]趋

势。因此,进行大学生应激问题的研究是与大学生

心理健康相关联的, 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当前大学生

人际交往的不良现状, 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

发展适应性,使之在学习、生活的环境中能保持良好

的心理健康状态。

1  心理应激的内涵及大学生心理应激的特殊性

心理应激( Psychological stress) , 是指个体觉察

或认识到自己正面对着至关重要的环境要求时, 所

产生的一种通过各式各样心理和生理反应而表现出

来的身心紧张状态。它是人情绪、情感的一种状态。

通常状况下, 心理应激是由个体生理和心理共同起

作用的结果。心理应激分 4类: 躯体性应激、社会性

应激、文化性应激和心理性应激。而根据教育实践

分析和研究, 造成大学生心理应激的原因主要是社

会性应激与心理性应激。然而,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是尤为重要的[ 2, 3] ,健康的心理是大学生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前提, 是大学期间正常

学习、交往、生活、发展的基本保证。而且, 他们所要

承担的和将要承担的学习任务和社会责任较为繁重

和复杂,较为困难和艰苦。同时, 社会对大学生的期

待也更为殷切, 要求更为全面和严格。如果大学生

心理应激强度过大, 持续时间过长, 过于频繁的出

现,则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如紧张、焦虑、愤

怒、恐惧、害怕以及回避等, 甚至会严重损害身心健

康,阻碍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 培养和塑造跨世

纪的优秀大学生,必须要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 尽量

避免心理应激, 这不仅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 也是

全社会的重要任务。

2  心理应激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

心理应激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产生消极的负面

影响,严重的将导致人际交往障碍, 乃至人格障碍。

人际交往障碍或人格障碍一旦形成, 当个体再次遇

到外界的刺激,便极易处于心理应激状态,产生一系

列认知、情绪、行为及人格等身心方面的强烈反应。

因此,这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 4]。

2. 1  改变对事物和自身的认知评价, 失去理智的思

维  大学生各种认知能力均已达到成熟水平,尤其

在思维方面, 抽象思维能力已占主导。同时思维的

独立性与批判性更加的强烈,且出现了纵横研究的

/ T0型思维和自觉变化跳跃的/波浪型0思维。但他
们的辨证思维能力尚不成熟,对于一些复杂的社会

现象往往出现主观、片面、固执、过于偏激等现象。

由此,当事与愿违, 某种需要得不到满足, 或自己的

权益受到干扰妨碍时, 心理应激便自然而生。它的

程度可以是不满、生气、激怒和暴怒。一般来说,容

易引起心理应激的人常常有许多错误的认识,认为

当处于心理应激状态时可以威慑别人, 可以推卸责

任,可以挽回面子,可以抵挡责难, 可以逃避努力,可

以满足愿望等。比如当愤怒时, 人体会调动所有的

能量储备,迸发出比平时大得多的生理和心理力量,

并以语言或侵犯性的行为宣泄出来。这在面对野

兽、面对敌人时有积极意义, 而在日常人际交往中,

只会伤人感情,破坏融洽的气氛。许多人在愤怒时,

往往失去理智,说话失去控制, 火药味十足。事实证

明,易怒者往往适得其反, 得到的不是尊重、威信和

愿望的满足, 而是他人的不满、厌恶, 人际之间更大

的冲突,自己心境的更加不宁。生活中不如意的事

情时有发生,如果不调整好自己的认知,肆意放纵自

己的怒火,就会伤人害己,使同学关系蒙上阴影。

2. 2  引起波动的情绪、情感体验, 失去冷静和从容

的应对  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难免会遇到一些重

大的丧失,面临较大的精神压力和挫折情境, 容易产

生心理应激, 常常会伴随着悲伤的情绪体验。大学

生的情绪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和情境性, 有时会显得

特别明显,难以自控,其情绪的外显性与内隐性在矛

盾中并存,在冲突中发展,因此常常会给大学生带来

不适应的局面,特别是在人际交往方面,情绪体验深

刻,烦恼很多[ 5]。如果这种负性情绪反应过分强烈,

或持续时间过久, 就会影响与他人的正常交往。比

如,当人们处于悲伤的情绪状态时, 往往失去交往的

兴趣,不愿主动与人交往, 甚至有意回避他人, 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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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表现出易激惹的反应, 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即使与人交往, 也常显得萎靡不振, 缺少活力, 别人

的欢乐往往会引发他们更大的痛苦和嫉妒。如此一

来,自己的情绪只能更加恶化,与别人的正常交往就

会失去冷静、从容的应对。

2. 3  阻碍意志行为的发展, 失去交往的活力与机会

 当今社会被认为是/信息社会0,同时也是/交际社
会0,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现代化导

致了激烈的竞争。这就使得当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

范围越来越广, 对象越来越广泛, 应对的事件越来越

复杂。激烈的竞争需要有周密的合作, 然而, 在现实

生活的人际交往与合作中,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经

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与人交往中遇到不

如意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泰然处之, 有的人则不能冷

静处理,表现的不安、担心、害怕及恐惧等现象, 举步

不前,影响了与他人更加深入地交往。久而久之,便

会产生社交恐惧症。恐惧会给人带来一系列不良的

心理反应, 使人失去言谈举止的原则, 对人作假, 贬

低别人,提高自己, 阿谀奉承, 说假话。更严重的是

社交恐惧还会使人表现的退缩、被动、羞怯、局促,使

人们失去在交往中充实和完善自我的机会,减少了

人际交往的范围,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3  应对心理应激的策略

长期的心理应激状态, 不仅影响大学生正常的

人际交往, 也将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作为教

育工作者,有责任去寻找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途径。

3. 1  指导学生正确认识应激源,端正合理的社会认

知  应激源之所以使个体产生心理应激状态,并不

完全是应激源本身的原因。这是因为相同的因素能

对某些个体产生作用,激发应激的状态,而对于另一

些个体却没能产生应激的反应。心理学研究表明:

个体之所以产生心理应激反应, 有两个原因: 一是应

激源的出现, 二是个体认为自己无法面对或无力应

对应激源带来的危害。从这个角度讲, 个体对应激

因素的认知,以及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尤其是对自己

应付应激因素能力的判断) , 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应激

反应。因此,在心理咨询或一般的心理健康教育中,

应指导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 面对各种应激因素应

进行充分的解析,使其对应激源有充分的了解, 端正

合理的社会认知。

3. 2  积极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增强学生应对社交

自信心及能力的培养  研究表明, 对外界刺激应对

能力强者,一般可较少受理应激的消极影响, 而且增

强应对能力, 也是应对应激的根本性措施[ 6]。因为

个体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 必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压力,有些方式方法只是解

决了当时出现的问题,并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问题。

而提高学生的应对社交能力后, 则无论何时出现何

种刺激, 无论刺激程度大小, 学生都可以承受和应

对,并且可以更好地学习和发展。因此,对学生进行

恰当的心理辅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学生自

信心及社交的能力, 才是防止应激反应侵害的根本

途径。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 我们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针对特殊群体,如贫困生、多次考试失败者、个

性内向者以及新生等, 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训

练。通过心理辅导,让学生充分认识自己的人际交

往的潜能和能力,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 也可

以增强学生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适应性。

这样,当遇到刺激时,便能有效地应对和处理。

3. 3  充分利用心理应激/预警0,引导大学生科学运

用/心理自卫防御方法  0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社会
环境之中,同时也会形成自己的心理环境。当然,一

个人赖以生存的心理环境或社会环境, 既可能是心

理应激的来源, 又可为他摆脱心理应激的影响提供

支持。当个体因强烈的心理应激而陷人困境时,如

果有/预警0,则能够顺利地帮助他稳定情绪, 从容面

对应激源, 并找到解决的策略。其中 /心理自卫防
御方法0是心理应激/预警0的有效途径[ 7]。

心理自卫防御方法, 是个体在遇到矛盾、冲突、

困境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的一种自我心理调节方

法。主要通过自我安慰、或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的

方式, 巧妙地把自己与现实相矛盾的关系转换为相

适应的关系,以缓解紧张情绪,减轻内心的不安和痛

苦,求得心理平衡。人际交往中常见的现象如文饰

心理、补偿心理、迁怒心理等都是一种心理自卫防御

方式。它既有积极的意义, 能使人暂时忘却痛苦与

不安,产生奋发向上的精神; 也有消极的意义, 它使

人力求逃避现实而陷入更深的困境中。心理学研究

表明,对心理应激采取回避方式的人心理状况较好。

心理自卫防御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回避方式,但注

意合理运用。

3. 4  建立、完善大学生心理应激的支持系统,努力

营造适合于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社会环境  心理学研
究表明,在类似生活事件的侵袭下, 性格内向的人比

性格外向的人更容易产生人际交往障碍。其原因之

一是性格内向者不容易及时得到和利用社会支持,

这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原

因,我们可以在学校内部和各级学生工作队伍中,建

立支持系统, 及时了解学生遭遇的一些社会交往问

题的事件,对这些事件可能对学生造成的压力程度

进行有效的评估,并根据具体情况, 作出是否对学生

进行心理干预的决定。当学生遭受巨大压力和困难

时,能够及时地给予帮助和支持,使学生避免遭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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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心理应激所带来的身心伤害。

当然,心理应激支持系统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系统本身也可能是一个应激源。当处于心理应

激状态的学生以积极的心态接受帮助与支持时, 则

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而一些敏感多疑、过度自我防

御的学生,则应谨慎行事,否则支持统就成了消极的

应激因素。因此,在操作支持系统时,应针对不同学

生采用不同的支持措施, 发挥系统的积极功效, 以切

实有效地帮助学生。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要通力

配合,逐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的建设, 建立一支

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充分发挥所有任课教师的

作用,帮助学生提高人际交往的心理承受能力, 能全

面、正确地评价自己,挖掘自身潜能,面对应激心理,

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使自身得到发展。

大学生心理应激问题涉及范围比较广, 它对于

培养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健康人格都具有

重大意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但是,目前对心理应

激与人际交往的研究多为思证、描述性的, 缺乏调查

及思辩的探索, 同时,对容易产生心理应激大学生的

各项因素缺乏标准化、系统的研究, 指标的信度和效

度问题缺少研究资料。今后应在这些方面加大研究

的力度, 对大学生心理应激与人际交往以及二者的

关系制定出准确的监控和评价方法, 并进一步合理

地确定和控制心理应激源。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

的工作在保持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更具有实

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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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多卡因封闭治疗下肢肌肉撕裂伤 30例疗效观察
陈健

[关键词]  肌; 下肢;撕裂伤; 利多卡因

  大学生(尤其是体育专业的大学生)在体育训练

和比赛中经常出现下肢肌肉撕裂伤, 常规治疗为口

服活血化瘀药物并配以外用药物, 但有部分患者因

肌膜损伤致肌肉外突, 使外伤肌肉肿胀加剧, 药物治

疗效果不佳,恢复缓慢,病程延长。对此笔者采用利

多卡因局部封闭治疗,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收集本院 1999年 3月~ 2009年 5月病

例30例, 其中男 29例, 女 1 例; 均为股部肌肉撕裂

伤;左侧11例,右侧19例;均有不同程度的瘀血。受

伤 1周后均存在受伤肌肉肿胀、僵硬。

1. 2  方法  0. 5%利多卡因 20 mL 定点作扇形封闭

注射,受伤肌肉上下端各1点,两侧各1~ 2点。单次

注射。封闭注射后注意休息,避免剧烈活动。

2  结果

注射后肌肉僵硬缓解, 跟踪观察未再出现肌肉

僵硬情况, 局部肿胀消退明显, 病程缩短, 有效率

100%。

3  讨论

肌肉撕裂伤在肌内出血、肌肉肿胀、肌膜破裂的

情况下,可使肌肉突破破裂的肌膜而外突, 加重了局

部肌肉血运的不畅, 导致代谢产物瘀积,致使肌肉肿

胀加重,产生僵硬感。应用利多卡因封闭治疗, 利用

其麻醉作用, 在一定时间内使受伤肌肉充分放松,外

突肌肉得以回复正常位置,从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使患处恢复正常血运, 以利恢复和患处代谢产物随

血运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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