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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职院校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高职学生心理发展尚未成熟，人格特性有待完

善，个体心理冲突较为明显，当他们面对现实时，可能会产生许多亟需解决的心理问题。因此，深入分析高职学生心

理特点，掌握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强化健康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和手段，可有效促进高职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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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主客观的一种平衡关系。随

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国家对处于青年期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

也成了很多心理学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近几年，

在大学生当中由于心理问题而导致的自杀、他杀、休
学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生活质量

和生存状态［１］。作为学生教育工作者，要不 断 分 析

高职学生心理特点，掌握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在抓好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更应关注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

１　高职学生心理特点及主要表现

对处于“９０后”的高职学生而言，心理发展尚未

成熟，人格特性有待完善，心理冲突较为明显。如理

想信念缺失，自卑与自负两极分化，不能很好的进行

情绪管理、时间管理和生活管理，意志力和耐受挫折

力缺乏，人际交往焦虑，压力管理不当，性生理与性

心理发展不协调等。他们生活在经济全球化、价值

多样化、生存网络化的时代，更加尊重个性、强调个

性差异，更加注重自身兴趣与特性的发 展［２］。致 使

高职学生形成了一些独有的心理特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自卑感强，性格脆弱

高 职 学 生 普 遍 自 认 为 是 经 过 高 考 后 的 落 榜 群

体，觉得自己“差人一等”。表现为对自己在学业上

的信心不足，对人生前途感到迷茫，没有明确的人生

目标，情绪较为低落。部分学生自主能力和适应能

力较差，遇到 事 情 就 会 手 足 无 措，受 不 了 批 评 和 挫

折，性格脆弱。

１．２　情感丰富，意志薄弱

处于青年期的高职学生，在情感上具有深刻、丰

富、变化等特点。他们渴望与人交往（尤其是与异性

交往），却又 畏 首 畏 尾；渴 望 被 人 了 解，却 又 自 我 锁

闭。情绪易受外界干扰，且变化无常。部分学生意

志力 较 薄 弱，自 制 力 较 差，不 能 很 好 的 进 行 自 我

管理。

１．３　自我中心，行为偏激

高职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为独生子女，由

于家庭、社会、自我认知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部分

学生自我中心意识强烈，具有较强的排他心理，情感

冷漠，性格固执。这部分学生很容易失去理智，往往

采取比较极端的行为去解决问题。同时，在人际交

往过程中更偏向与虚拟化，上网聊天和网上交友已

经成为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３］，网友已经成为

多数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４］。

１．４　认知不足，焦虑迷茫

部分学生对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和自己所学专



业不够了解，加之社会就业竞争激烈，继续升学深造

受限，更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产生怀疑。部分

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时
光的虚度和学业的荒废致使他们更加焦虑，对未来

感到迷茫。

２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归因

高职学生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我

们可以归纳 为 两 个 大 的 方 面，即 内 归 因 和 外 归 因。

外归因包含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等因素，

内归因即学 生 的 个 人 因 素，包 含 认 知 因 素、自 我 意

识、性格特征和情绪情感等因素。

２．１　个人内在因素

部分学生对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同、培养目标、专
业发展等内容认知不足，认为高职学历低，缺乏就业

竞争力，从而放松学业，得过且过，久而久之就会产

生苦闷、厌学心理。部分学生存在自主能力较差，性
格孤僻不合群，情绪不稳定等现象，这会导致他们在

生活、学习适应上的障碍，也会使他们在保持良好的

人际关系方面存在内心冲突，从而导致产生自卑、孤
独、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

２．２　外在环境因素

２．２．１　家庭教育方面

家长太过注重孩子的智力教育而忽略了对孩子

的心理健康培养，在教养方式上甚至采取简单粗暴

的独裁手段。当孩子进入大学后，家长又会将精力

转移到对孩子生活及经济的照顾和帮助上，而忽略

其在校表现和心理成长。

２．２．２　学校教育方面

目前，大多数院校没有普及心理健康教育这门

课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还不够重视，有的学校

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加上对教育对

象和教育目的不明确，只对那些存在心理障碍和问

题较多的学生进行疏导，而大部分学生的得不到心

理健康教育 知 识 的 普 及，无 法 真 正 做 到“以 预 防 为

主，防治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原则。

３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对措施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教育工作者带来

了严峻的挑战，做好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

为高职高专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

３．１　要高度重视，健全保障体系

各学校要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高度重视，

建立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负责，学生工作单位统

筹协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主体，辅导员和学

生骨干广泛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管理体系。制定心

理健康教育培养方案，加强心理咨询队伍的建设，投

入相应的教育配套设施，完善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为

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体系。

３．２　全方位关注，构建防御机制

高 职 学 生 心 理 问 题 的 产 生 受 多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完善心理咨询辅导机制，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广

泛开展心理咨询活动。构建学校－系部－班级三位

一体的教育防御机制，对普及心理知识、推动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规范化，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品质，进行心

理危机干预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调动广大

教师、辅导员、学生积极参与，实现全员参与、全程参

与、全方位关注，努力营造和谐的、积极向上的教育

环境。

３．３　载体多样化，推广知识普及

打破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方式，利用现代的教育

手段和数字化载体，如微信、微博、ＢＢＳ、短信等新媒

体，积极推广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这些新媒体具

有交互性、实时性、广泛性、吸引性等特点，可以让学

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就可以学到心理知识。利用

数字化载体进行学生教育将是学生教育工作新的发

展趋势。

３．４　多正面引导，完善人格品质

对于处于青年期的高职学生来时，生理发展趋

于成熟，智力和创造力处于高峰时期，人格发展尚未

成熟，情绪较容易受外界干扰。我们应对高职学生

加强正面引导，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认知态度，形成

良好的自我意识，增强意志力和耐挫折力，建立和谐

的人际关系，具有饱满的精神和保持良好的积极心

境，不断完善自我的人格品质，有力减少心理问题的

发生几率。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如

何培养高职学生的健康心理和健康品质，提高学生

的社会竞争 力 是 高 职 院 校 当 前 面 临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要深入分析高职学生心理特点，强化心理健康

教育观念，整合有效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和手段，预

防和减轻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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