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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伤害事件是指在校大学生在校内外故意伤害

别人，造成较为严重的人身损害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每

年至少有三千大学生非正常死亡。[1]非正常死亡的大学生

中有部分是因为被别人（包括同学）故意伤害致死。大学

生在校内学习、生活，同学间往往会有一些琐碎矛盾。但

个别学生会把琐碎矛盾无限放大，视同学为不共戴天的敌

人，进而伤害同学，酿成悲剧。大学生校内伤害事件从时

间上看，远有“马加爵杀人案”，近有“林森浩故意投毒杀人

案”，此类事件令人发指、让人震惊。当大学生走出校门接

触社会时，仍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伤害事件，如 2010年
的药家鑫案触目惊心。这类故意剥夺别人性命之类的恶

劣行为，远远超越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产生了极为恶劣

的影响，引起社会和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一、多种因素造成大学生伤害事件的发生

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大学生伤害事件是个别大学生心

理畸形病态、成长环境封闭、人际关系失败、生命意识淡

薄、法律知识匮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心理畸形病态。现在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深

受家庭宠爱，部分人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同

时，大学生基本都是经过高考拼搏升入大学，原来在高中

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的目标，但到了大学里，同宿舍、同

专业、同校的同学在智力上、学习成绩上不比自己差，甚至

更好，在心理上产生巨大落差。如果没有及时调适可能使

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大学生在心理上产生畸形病变，容易

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复旦大学的林森浩即为这种心理畸

形的典型，正是心理上的缺陷，使其陷入无法解脱的自我

矛盾中，最终害人害己。

二是成长环境封闭。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其性格的

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个封闭的成长环境里成长，固

然可能会使一个人性格较为单纯，但当他进入大学后，从

封闭环境走入开放环境，往往会产生种种不适。如果这个人

不能自我调适，性格将可能变得敏感、狭隘、多疑。马加爵即

为此类典型。马加爵生长在广西农村，家境贫穷，其从出生

到高中的十一年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个人空间狭

窄。个人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容易形成自怜、自卑的心理

特点。[2]当马加爵进入云南大学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天

堑”，使其不管在穿着打扮、谈吐举止、经济宽裕程度上都与

城市大学生有着明显差距，而他在心理上不能“凤凰涅槃”，

反而自我轻视、自我唾弃。一个看轻自己的人，自然不会看

重别人，和同学相处就会出现一些怪异的行为。

三是人际关系失败。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避免

要与别人、集体交往。一个人的交往能力是衡量个人综合

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与同学、老师之间的人际交往，能

帮助大学生培育健康的个人情绪、开朗的个人性格与乐观

的生活态度。一个在心理上畸形病态的大学生在社会交

往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荒诞的行为。像林森浩，在网上与友

人聊天时，对方哪怕有一句话不对自己心思，他会突然下

线，扬长而去；集体合唱时，一个人抱着话筒狂吼乱唱，导

致团体惨败。[3]这种不尊重他人、不尊重集体的人自然不

受他人待见，人人避而远之，人际关系必然失败。反过来，

失败的人际关系又会进一步恶化其心理上的畸形病变。

四是生命意识淡薄。拥有生命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

上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在人的基本权利当中，生命权是最

重要的权利。马加爵、药家鑫、林森浩之所以被法院判处

死亡，无一例外是因为剥夺了他人最重要的权利——生命

权。对生命的重视是人类自己与社会能够和谐发展的客

观要求。而少数大学生对生命的重视仅在于对自己生命

的重视，对他人的生命则视如儿戏。如在林森浩眼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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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是可以随意剥夺的，等到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

后，才知道生命的宝贵，表现出强烈的对生存的渴望。

五是法律知识匮乏。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社会需要法

治，大学生正处于长身体、学知识、拓眼界时期，更是其形

成和确立法治观的关键时期。但遗憾的是，高校除了法学

专业，其他专业很少设置法律课程，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

学习基本是自发行为。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得一些学生对

自己做出的伤害行为在法律上应受怎样的惩罚、这种惩罚

自己有无勇气承担都一概不知。正是对法律知识的无知，

致使其犯罪行为上的无畏，最终产生伤害事件。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与处置大学生伤害事件中具

有独特优势

如何预防与处置大学生伤害事件，家庭、学校、社会、

政府应各尽其责。就高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独特

优势，能对大学生伤害事件进行较好地预防与处置。

优势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以“攻心”为上。从本

质上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引导受教育者从内

心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思想上升华，从而进一步改变其言

行。某种程度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攻心之术”。在大

学生伤害事件中，最难解决的是心理上的畸变，如果没有教

育中的人文关怀，仅靠严格制度的强力推进，很难取得良好

效果。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打开心理上有缺陷的大学生

的心灵之门，通过“和风细雨”式的谆谆教导，让“阳光雨露”

滋润大学生的心灵，进而矫正其畸变的心理。

优势之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近水楼台先得月”。

于专业教师而言，固然有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义

务，但其更多注意力放在专业知识传授上。思想政治教育

者如辅导员教师从事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心理

健康、党团建设等工作，与大学生的接触频率、接触时间比

专业教师更多，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大学生的一举一动和心

理、情绪上的变化。这种更亲近的接触，也使得大学生更

愿意向思想政治教育者敞开心扉，就生活中的困难、感情

上的困惑与思想政治教育者进行交流。

优势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思想性。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主渠道。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涉及理

想信念、人生价值、高尚品格、道德规范、法律精神等多个

方面。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大于知识性的特

点，使得教师必须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其自身丰富的知

识和社会阅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理性的思辨能力去获得

学生的共同语言，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

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大学生伤害事件预防处置

体系

一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心理。

高校应广泛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教会大

学生正确的心理调试方法，能够以冷静正确的心态面对生

活，从容控制自身心理及行为。在伤害事件对大学生造成

心理伤害时，学校要及时组织专业心理咨询师等进行心理

干预，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逐步恢复大学生的心理创

伤。

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摸清大学生成长的家庭

环境。大学生的家庭环境对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谐有序

的家庭环境能够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建立大学生的家庭档案，这是做好其

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具

体分析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人格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程

度，在具体的心理辅导与咨询时要结合其成长的家庭环

境，必要时同其家庭主要成员联系，共同协助大学生完善

其人格。[4]

三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之

间要结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良好的师生人际关系一方

面能够排除同学人际关系不好的大学生心理上的孤独寂

寞，避免其形成偏执狂躁的悲剧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以帮

助大学生在良好的师生关系中进行学习、反思、调整，把师

生人际关系中的理念、原则、技巧运用在同学关系的处理

中。

四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生命神圣意

识。尊重生命应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原则之一。思

想政治教育应引导大学生树立生命神圣观念，使他们学会

对他人生命的尊重。

五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普及基本法律知识。法律知

识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系统了解的知识体系。高校

应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等，帮助大学生了解

基本的法律知识，使他们明白触犯法律的后果，树立对法律

的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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