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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我们的教育也要随之相应调整，社会的

高速发展，带给即将步入社会的职业院校学生极大的压
力，想要轻松面对压力，从学校顺畅过渡到社会，除了专
业技能的学习之外，积极向上的品质和健康乐观的心理不
可或缺，这也对职业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完善有效的职业院校心理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走向
全新的发展平台，同时也可以推进职业教育的进步 [1]。

1  积极心理学定义

积极心理学是相对传统心理学而言的，最大的不同
在于，积极心理学不再仅仅针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
不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面对的是全部的学生，从
一个积极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从自我认知，到完善健
全人格的过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积极心理学教育占
据了主导地位，通过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发掘潜能，树
立学生的自信心，培养乐观健康的心态，不给一些消极
的心理健康问题滋生的可能性，从源头上消灭消极心理，
从而提升幸福生活指数。因此，我们说积极心理学对职
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
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们不可否认全国职业院校在心理学
教育上的付出和成果，但是其主要还是突出在对学生心
理健康知识的教育，和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两个层面
上，更多还是偏向于传统的消极心理学教育。在向积极
心理学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主要
有以下四个方面。

2.1 仍然停留在对学生消极心理的关注，缺少对
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
多年来的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在职业院校仍占据主要

地位，除了开设常规的心理学课程，还有不定期的心理
讲座和宣传海报以及相关活动，都是从如何帮助学生预
防各种心理问题为出发点，从潜意识里不自觉给学生灌
输了消极心理。还有学校设立的校园心理咨询室，安排
专门的心理学老师负责，以及学生辅导员的协助，大家

将目光都集中在那些有心理问题，或是有心理问题出现
苗头的学生身上，秉持早发现早解决的观点，以“医生”
的身份对“病人”干预治疗，以为达到了目的，殊不知
将关注点都放在了个别学生的消极心理上，缺少了对全
体学生积极品质的建立培养，这和积极心理教育的初衷
大相径庭，自然也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成果。

2.2 专业心理教师缺位，科学有效的管理系统有
待完善
与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日趋重要的现状相比，

不相匹配的是专业心理学教师的补位不够迅速。目前，
我国各职业院校的心理学教师普遍配比不足，教师的专
业程度不达标，部分院校的心理学教师并没有接受相关
的专业学习，无论是心理学理论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
有所欠缺，有的院校心理学教师甚至是其他学科的老师
兼任，基于这样的现状，想要开展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
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谈何容易。撇开师资问题，学校
普遍亟待完善相应的组织管理系统，或者说没有适合自
己学校的管理体制 [2]。据悉，目前大多职业院校还是依
赖传统的思政课和心理健康课，这种单一的结构体系根
本无法满足新时代学生的心理教育需求。所以，希望职
业院校各学科部门相互协作起来，将积极心理学教育渗
透铺设开来，形成一个高效科学的网格系统，切切实实
为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2.3 教师与学生在心理沟通中，存在抵触情绪
提到职业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们自然会想到

心理咨询室，会想到心理学老师或是学生辅导员，再就
是会想到心理不够健康，这种惯性思维得到了师生们的
一致默认，所以导致学生对心理教育很抵触，哪怕是自
己出现了心理问题，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也因为担心
他人的异样眼光和非议，不愿去寻求心理疏导。再就是
长期以来，辅导员和心理教师给到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
最多的是一些理论灌输和对消极问题的放大，这也让学
生对心理教育产生了不愉悦的印象，自然会更为排斥。
所以，想要扭转这一局面，我们的校园心理教育必须从
传统心理学教育转型到积极心理学教育，将教育主体从
少数学生扩大到全体学生，将目光从紧盯问题移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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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正能量上，从根本上缓解改善主客体的紧张关系，
为取得实质进展打好基础。

2.4 只为个别学生解决问题，失去了心理健康教
育的意义
正如上面第 3点谈到的，如今很多职业院校将心理

健康教育的范围，锁定在一些个别的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身
上，集中精力去帮助这些学生解决问题。而对于那些看起
来很正常的普通学生，只是按照常规开展心理教育课程，
走走过场，完全忽视了对他们积极心理的培养。这就导
致了很多看起来正常的普通学生，虽然没有明显的心理
障碍，但在面对即将走入社会的学校生活，没有合理的
规划和明确的目标，对未来没有信心，不够乐观，这对
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说本身就是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所
以，积极心理学倡导的将教育主体扩展到全体学生，着
重培养学生的积极品格，帮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形
成清晰的人生规划，正是心理教育的最大价值和初心 [3]。

3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改进
策略

3.1 引导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品质
学校积极心理学教育要对全体学生进行积极心理品

质的建设教育，它不单是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想办法
一对一地解决问题，而是将教育目标放在帮助学生建立
清晰的未来规划，明确的人生目标，远期的宏伟理想，
闪亮的人格魅力和融洽的人际交往等。这些看似不同的
方面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积极正能量，而只有当学
生拥有这些特质，他才能消除现存或是隐藏的消极心理。
所以，积极心理学教育是通过教师的积极引导，从各个
方面帮助学生体验这些积极心理获得感，激发潜能，从
而塑造积极的价值观，只有充满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才能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

3.2 拓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3.2.1 和其他学科联动起来，渗透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在原有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增设积极心

理学课程，与此同时要招聘持有专业资格的积极心理学
教师，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从中有所
学有所得。潜移默化改变学生对心理学的既定看法，从
心理上接受认可甚至喜欢心理学教育，并且从中能获取
到帮助，建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说对学生的
人格培养不是心理学这一学科单独能完成的，它需要其
他各个学科的通力配合，这也就需要学校能组织其他学
科，将对学生的健康心理教育渗透在教学课堂上。对任
何一个学科领域而言，学生的思想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是
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拥有了优秀的品格，才能实现远大
的抱负有所作为，所以其他学科教师在传授相关专业知
识技能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健康心理的教育。

3.2.2 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心
理学习积极性
传统的职业院校心理教育模式，仍以教师讲授心理

教育课程和开设心理咨询室为主，其中开设心理课程以
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一味地灌输理论，而开设心理咨询
室则是以学生主动咨询为主，老师只能被动等待，两者
相结合存在很多不足，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效
果自然不够明显。建议职业院校能将积极心理教育从课
堂走到学生的生活中，比如专家讲座，不限于学校教师，
还有各种心理健康类的实践活动及知识竞赛等，都可以
极大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而不拘一格的教学形式更符
合新一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课内外的结合也能更全
面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3.3 加强专业心理教师队伍的建设
教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明灯，言传身教的影响甚至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面对正在建立人格和社会观念
的职业院校学生，陪伴他们的教师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这也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实中有
些职业院校，并没有一支过硬的心理教师队伍，教师欠
缺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还有亟待更新的心理咨询技巧显
然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这会直接导致学生对心理学科
的厌学情绪。所以各职业院校一方面要加强专业心理教
师队伍的建设，不断吸纳新鲜血液，一方面要定期组织
现有教师学习培训，及时掌握最新的心理学科知识，了
解新时代学生的心理特点，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
教育及咨询。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学教师，本身
也应该对工作生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用自己的正能
量感染到身边的同学，做好身正为范的榜样。

3.4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
一个人的教育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这

也意味着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必须在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相互协作下构建。良好的家庭教育让学生从小就
形成较好的个人素养，当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时，专业的
体系让学生重组了良好的行为规范，慢慢形成健全的心
理人格。但相对来说社会对学生的影响亦好亦坏，现代
社会的开放包容让学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冲击，这
也对学生的积极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积极
的心理健康，才能在五光十色的世界不迷失自我，到达
那个美好的理想彼岸。职业院校想要在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上取得成功，必须借助家庭和社会力量，构建一个立
体的教育体系，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从校园走出去，
拓宽到社会，为学生几年后的人生启航打下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职业院校应该将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工作重
心，只有培养出健康人格的学生，才算完成教育最初的
意义，而这也是避免学生走入社会后，因心理健康问题
导致一系列悲剧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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