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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张光霞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机电系  300250） 

担任辅导员工作多年，个人感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辅导

员的工作热情和细致周到正相关的相关性很大，高职的学生法

律上已经成年，而且他们自认有见识，想要更多的发挥空间，

但是希望被关注、被尊重的意识也会越来越强。所以，作为辅

导员既要总体上严格细致管理，又要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区别

教育，让我们的学生既能适应社会团队的需要，更能保持独立

创新的发展空间。 

我所带的班级都是机电专业，工科学生的特征明显，做事

讲求原则，个别学生还有点儿认死理，动手能力强相对而言文

字驾驭能力稍弱一些，这些学生虽然独立意识较强，但是毕竟

刚刚离开家心理上还是愿意把自己当孩子宠，如果老师能够让

他们体会受宠的感觉，学生是很愿意听老师的话的，我就是抓

住了学生的这一点心理解决了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学习拖延

症等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的不妥行为习惯问题。 

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从他入校的第一天，我凭经验就感觉

这个孩子很聪明但是也很懒散，如果这个学生在教室里带头起

哄凭他的聪明劲儿，绝对能够达到响应者众这个效果。所以，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定要让这个学生站在老师的立场帮助

老师来管理学生，而不是站在老师的对立面以抵触老师的决定

为荣。我查看了全班的学生档案，重点看了这个学生的档案，

单亲家庭，初中和高中都是普通学校，高考低空飘过考入我校，

以我的经验是上学的时候没有使全力，凭自己的小聪明一路有

惊无险的上了大学，我想到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

克服他的侥幸心理，让他认识到踏踏实实做人和为有准备的人

降临的机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机电专业每年新生入学都会为新生做专业介绍，然后根据

学生的兴趣分岗位重点学习，有的岗位的老师会带领学生参加

职业院校的技能比赛，如果能在比赛中获奖对学生将来升入本

科院校和就业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班的指导教师在选择参赛

选手的时候会参考辅导员的推荐意见，我想这是一个机会，我

一定要推荐这个同学，当时我就想他的散漫可能不会让他坚持

很久的艰苦训练，果然，没过两个星期，指导教师就和我反映

要把他退回了，我找他深谈了一次：知道参赛对你以后意味者

什么吗？老师是非得培养你去参赛吗？你现在觉得参加训练的

困难是什么？等等。学生也意识到了指导教师的反馈不是很好，

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的说不参加就不参加，当我从受人

尊重的角度和为家长争光的角度出发辩驳他的时候，我明显感

觉到他有反映，慢慢的他和我说，他的家长都说他没用，已经

很久没联系他了，只是通过爷爷奶奶给他生活费，平时几乎没

有联系。我给了他第二次机会，请辅导教师再观察一个月，如

果还不行就退回来。 

这一次我重点关注了他的训练学习，每次他去训练的时侯，

我都鼓励他，语言上生活上多关心他，实际上几句温暖的话语

就会让这些被家庭遗忘的孩子重拾欢颜，我经常去他们的训练

场地看他的训练，和指导教师沟通他的训练情况，毫不吝啬表

扬和赞美，这些话开始的时候他还觉得不好意思，慢慢地他也

就习惯了老师对他的认可，我们师生间的关系融洽起来，他的

学习热情也慢慢提升，自己表态了：老师我一定要抓住您给我

的这个机会，为自己博一回。 

每个学生的进步都是老师的骄傲，我们的高职院校由于辅

导员是一人多班制，所以有时候难免有些学生会顾及不到。比

如，我所带的班级里有一位女生平时遵守纪律，寡言有礼存在

感低，按我们辅导员之间的话是不召灾不惹祸的一个学生，但

是就是这样一个学生给我敲响了警钟。我记得是一个初冬的早

晨，我刚从晨检中回来，就听见敲门声，一声“请进！”之后，

就见该生低着头，畏畏缩缩的进了门，“老师我不想活了！”，话

音未落，她已经开始痛哭流涕。我心想：她是不是又想起了前

不久因沉迷于网络游戏而溺水身亡的弟弟了？于是，我走过去，

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连问了三遍，她

只是哭。“再大的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你既然找到老师，就相

信和希望老师帮助你解决问题，可你不说出来，老师怎么帮你

呢？”经过劝说，她也平静下来，向我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原

来，她在前一天晚上与在广州打工的父母通了电话，得知母亲

有些精神失常，而在家中读高中的妹妹又不听话贪玩不好好念

书，觉得生活没意思，想跳楼自杀。“老师，人这一辈子活得太

累了，还不如一死了之！”她悲切地看着我。我马上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学生是困于纷乱的生活环境走不出来了，我必须帮

助她面对现实，迎难而上，用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温暖的明天。

我给她倒了一杯温水，慢慢的劝解她：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呢？如果只是觉得亲人们不遂你的意你就想死，那么我认为是

你在抛弃他们，抛弃你的至亲之人；你想到过生你养你的父母

吗，他们用二十年的光阴养育了你，如果你走了，他们会是如

何的悲伤流泪，生而为人要让父母以你为傲而不是因你而痛哭；

你从偏僻的农村来到天津这座大城市学习深造，是村中的佼佼

者，大家还等着你学业有成，回报父母，回报家乡呢！……通

过谈心，我基本弄清了该生的个性缺陷和认知错误，其家庭的

不幸及本人遭到的人际关系的挫折，使她性格内向、孤僻、不

合群，于是我对她说：“对你家庭的不幸我也很同情，但是你作

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使之内化为

自己的观念，给妹妹树立榜样，好好学习，将来挑起家中的重

担啊！”只见她抬起头，脸上露出吃惊和感激的表情。“你知道

吗，咱班有位同学，母亲去世，父亲有病，只靠救济金维持生

活，每天放学要打工，还要照顾父亲，但是该同学乐观、顽强。”

她在对比中寻找着自己的差距和幸运。“你平常接触同学的面太

小，不太了解别人，别人也不了解你，实际上，当你知道了这

个世界上别人同样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你就会感到自己

遇到的困难微不足道了。”她点头称是。 

这次谈话之后，我开始关注这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子，有意

识的让她承担一些服务活动，在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中让她负

责后勤援助，和同学们接触的多了，她也能敞开心扉交到了朋

友。期末考试后，她跟我说：“老师我这次考的不错，英语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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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能过，我要好好学习，为英语六级和明年的励志奖学金努

力”，她终于从痛苦中走出来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拍着她的

肩膀，信任地对她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高职学生教育中，经常会遇到因为家庭的不幸而导致学生

心理问题，个别学生会困于自己的小圈子里走不出来，虽然我

们的辅导员不是专门的心理治疗师，但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

可避免的要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如果说有什么法宝的话就

是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有爱的孩子就是阳光下最快乐的禾苗，

他们会努力生长充实自己。 

从这个学生的身上我也开始反思我自己的工作，每个学生

都应该被关注，辅导员不能因为任务量大就忽视某一个学生，

我要尽我所能让每位学生都感受到我在关注他们，让每位同学

都有存在感，我们是一家人，互相关心共同成长。 

在与学生的交流中，让我也认识了很多新鲜事物，这些年

轻的学子拥有对新鲜事物的包容力，他们可以很快的学会一个

软件的使用，很快地找到一个游戏的攻略，在数字经济时代中，

可以很悠闲的利用现代科技的高效为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便

捷，有时候我在处理工作的时候都要麻烦学生帮我的忙，可以

说某些方面他们是我的老师，作为辅导员我勇敢地承认我的能

力不足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有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让我至今

记忆深刻，毕业前夕学院组织全校各班合唱比赛，我是个音痴，

所以接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只想着到音乐老师那里排队，看看

音乐老师什么时候能辅导我们班，但是班里一个平时我们称为

“杠精＋戏精”的学生自告奋勇要承担歌唱比赛组织的活动，

他不仅歌儿唱的好，而且对比赛特别有想法，这让我眼前一亮，

虽然平时我对他老是不放心，但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让他全

权安排本班的合唱比赛事宜，这个学生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是他

花了一天的时间给我提交了一份排练计划，第二个惊喜是他安

排了合唱中的多种展现形式（分声部、闪退等等），第三个惊喜

是他居然能让四十多个同学都听他的安排。这次活动中，我虽

然也多次参与排练管理，但是我觉得这个学生功不可没，所以

在班会课上，我总结这次活动的时候问了全体同学一个问题，

我们班在班班唱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归功与谁，有的学生说是老

师，有的学生说是××同学，我总结到，第二功臣是××同学，

第一功臣我们全体，我们全班的团队合作力让我们拧成一股绳，

在优秀领导××同学的带领下大放异彩，一战扬名，让全学院

的师生都知道我们××班的大名。学生们在这次班会中也是畅

所欲言，我感觉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向心力都有大幅度提升，

从这次这个事情上我感觉到教师要给有才能的孩子搭建发挥特

长的平台，核心因素是要信任他们，不能忽视每一个学生的创

造力哪怕他平时表现的差强人意。 

总之，辅导员不仅要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也

要给学生更多的关心和爱，注重增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提高大

学生心理素质中发挥积极作用。平时可以通过个别面询、团体

辅导活动、心理行为训练、书信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

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向高职学生提供经常、及时、有效的心

理健康指导与服务，关心每个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感觉到集体的

温暖和成长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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