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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日益增多。 本文运用社会系统的研究方法对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分析,探讨了该方法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从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开放性的四个原则对大

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提出建议。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re
 

increasing
 

This
 

paper
 

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social
 

system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alyzed,
 

the
 

method
 

on
 

the
 

import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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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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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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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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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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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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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健康;社会系统

Keywords: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he
 

social
 

system

DOI:10. 36012 / sde. v3i2. 2930

1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概述

卢曼最先提出的社会系统学说。 卢曼的学说最核心的

观点,就是将社会看作具备一定功能和结构的系统,并且是

强调社会系统的功能在结构之前(秦明瑞,2003)。 这也是他

和派深思理论最大的不同点。 但卢曼坚持了派深思的系统

论范式,首先构建起一个与环境相区别的系统,用“系统 / 环

境”这个二值符码来划分出系统和它所处的环境的界线。 一

个东西如果不属于系统,那么就属于环境[1] 。

2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与心理学的交叉

社会生态学理论是系统论中的一个分支,主要用于研究

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该学说认为人的

社会环境(如家庭、制度、群体等)是一种社会生态系统,注重

人与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系统的生态特征。 人与环境的关系

系统揭示了家庭和社会制度对个人成长的影响(Kentwood
 

D.
 

wells,
 

th
 

clutton
 

Brock,
 

1979)。

作为心理学家,Urie
 

Bronfenbrenner 被公认为系统地将生

态系统视角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分析的著名学者。 他认为

环境是一个嵌套的结构,每一层都对系统有重要的影响。 环

境的最内层是微系统,它由个人直接生存的环境中的各种行

动和交互方式组成。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可以相互影

响,而这种双向互动对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2] 。

3　 把握整体性原则,学会调适心理

系统方法的最基本原理是整体主义原理。 整体主义的

原则是从整体开始,以整体为目的地,也就是说,将对象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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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并通过形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

间的关系来揭示整体发展法。 这种辩证关系强调的是彼此

联系,互相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增加了整体主义。 独立的科

学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没有完整性原理,它与何种系统方法

无关紧要,这也是将其与传统思维方式区分开的一个基本

特征。

系统的方法注重完整性,具有全面的分析整合的认知过

程,因此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整体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应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过程,

使大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并从整体的角度学习调整自己的

心理健康,保持自身的生理与心理健康[3] 。

4　 把握结构性原则,学会正确归因
结构原理要求我们在解释任何现象时,都要着重分析构

成现象的内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即寻找和描述现象的结构。

通过揭示一些实践现象背后的系统结构,任何完整个人的因

素都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的。 由相同元素的不同组合组成

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结构?

按照结构决定功能的理论,合理的结构能够促成系统功能的

优化,不合理的结构会招致系统性能的内部消耗。 只有通过

合理的结构才能使系统功能得到优化。 按照结构原则,系统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规则和层次,而不是混乱和不

重要。

因此,大学生有必要对学习有一个正确的归因,建立一

种心理控制感,培养自己的学习自信心,使学生取得类似的

成功。 学生一旦能够处理好中等水平的刺激,就会慢慢地让

他们成功地处理好类似但更高水平的学习困难,从而提高自

我控制意识[4] 。

5　 把握层次性原则,增强自我效能感
在系统研究方法中层次的构造是指系统差异组成部分

之间的层次关系。 主系统与子系统的划分是相对的。 系统

层次原理在现代系统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系统的层次性原

则与还原论相反。 坚持制度分层的原则,重点是研究制度各

层次的特殊属性和规律,研究各层次的质的差异,进而揭示

制度各层次的独特规律和独特性。 各级法律。 任何系统,无

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都是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统一结

合。 系统级别是通用的。 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分析了

社会系统的结构。 他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还原论和社会

原子论倾向。 他还反对忽视社会制度的等级和高层性质。

和谐的规律只能归结为底层社会系统的属性和规律。 在社

会系统层面的分析中,要着眼于系统各个层面的独特属性和

一般操作规则,研究各级不同项目之间的质量差异,实现各

级系统层面的有序协调。

我们要从不同层级来培养大学生获得效能感,第一种是

从个人的角度增加个人的经验或个人成功或失败的直接经

验。 需要个人的努力来得到个人的成功,因此,大学生应通

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各类竞赛等活动,发挥其个人能力,获得

良好的自我效能感。 另一种类型是从他人的角度,在与社会

比较的过程中,也就是通过学校、家庭等系统的支持下,大学

生可以增强自身的信心。 无论是个人经验、选择还是劝说,

它都不能直接发挥作用。 同时,这个过程中,要学习高效解

决问题的方法,并在学习过程中对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

影响。

6　 把握开放性原则,减少社交焦虑
系统开放指的是系统与环境周围之间的信息、物质等的

交换。 每个系统都存在于其相对特定的环境中,因此它不能

与环境隔离。 它必须与环境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 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外部输入使系统保持在环境中。 原始状态。

从结构上看,它是有序的、稳定的、平衡的,体现了它的整体

性能,保持了它的有序和有组织的状态。 换句话说,通过与

外部环境的沟通,我们可以更好地优化构件,增强结构的稳

定性和秩序,减少不确定性因素,最终促进系统的发展和

进化。

因此,大学生应该参加更具开放性的活动,在活动中充

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并获得更多的经验与拥有良好的人际关

系。 其次,我们应该培养大学生社交人际关系的能力。 让大

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 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其

改善社 交 焦 虑, 从 而 使 得 大 学 生 拥 有 良 好 的 心 理 健 康

素质[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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