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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究——以 A 县为例
曾　静　肖兴政

（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 A 县某中职校三个年级 300 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该县某中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有

接近70%的学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少数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在强迫、偏执、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等维度上体现明显；心理健康问题具有年级差异性等。本文对调研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

并对加强该县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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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是指在中等职业学校在读的学生。与普通中学学

生相比，中职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慢。教

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文件明确指出：

“在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

要，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的必然

要求”。2023 年 4 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旨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国

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行动计划》

确立了到 2025 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

达到 9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比例达到

60% 的工作目标。由此可见，中职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是毋庸置疑的。

A 县是四川省典型的贫困县，基础教育也比较落后，分流进

入中职学校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大多

有自卑、挫败、迷茫之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亟需采取积极有

效的相关措施对学生加以引导，加强该县中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育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头等大事。想要从根源上预防和减少

该县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强化其心理素质，就必须在充分

了解现状、成因等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途径，通过有

效模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一、研究方法

（一）调研对象

本研究以 A 县中职学生对调研对象，抽取了该县某中职校

2021 级 ~2023 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

份，其中高一 100 份，高二 100 份，高三 100 份，回收问卷 294 份，

其中有效问卷 292 份，有效率 97.33%；回收问卷高一 98 份、高

二 97 份，高三 97 份。

（二）调研工具与数据处理

研究工具方面，采用根据研究目的自编的《A 县中职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问卷（学生卷）》对 A 县中职学校的学生进

行抽样调查，问卷主要调查两个内容：一是关于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现状的调查，是由调研者自编完成的半结构式问卷，主要了解

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方式及开展情况、学生对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如课程、讲座、咨询辅导、教师授课能力）的满

意度等；二是，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调查，使用由王极盛教

授根据我国中学生的文化特性与行为习惯编制的中学生心理健康

量表，该量表共有 60 个必答题目，评价 10 个中学生常见的心理

问题，它们分别为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心理不平衡，测试

结果根据总平均分评定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根据各项目平均分

可初步判断哪些因子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症状。其次，还拟定了

访谈提纲，拟对部分学生和教师进行访谈。

问卷收集完成后，对收集的原始数据使用 Excel 和 Spss25.0

进行筛选和处理。

二、调研结果

（一）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整体概况

表 1：A 县某中职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概况

心理健康情况 总均分 样本数 百分比

心理健康 1-1.99 92 31.16%

轻度心理健康问题 2-2.99 166 57.53%

中等程度心理健康问题 3-3.99 33 11.3%

较严重心理健康问题 4-4.99 1 0.34%

严重心理健康问题 5 0 0%

 为了解 A 县某中职校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情况，对样本的总

均分进行了分析，如表 1 所示，学生的总均分在 1-1.99 区间的有

92 人，占总样本的 31.16%；总 均分在 2-2.99 区间的有 166 人，

占总样本的 57.53%；总均分在 3-3.99 区间的有 33 人，占总样本

的 11.3%；总均分在 4.00-4.99 区间的有 1 人，占总样本的 0.34%。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心理健康的学生只占 31.16%，还不

到总样本的一半，大多数学生存在轻度心理健康问题，虽然不存

在非常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是还有 11.64% 的学生存有中度和

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二）各年级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对比

表 2：A 县某中职校学生各年级心理健康水平差异

维度 强迫 偏执 敌对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学习压力 适应不良 情绪不稳定 心理不平衡

高一 2-2.99 65 53 33 54 53 45 38 54 67 33

3-3.99 18 17 10 21 19 25 29 16 23 7

4-4.99 0 0 3 2 7 11 20 2 1 0

5 0 0 0 0 1 2 4 0 0 0

合计 38 70 46 77 80 83 91 72 9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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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 2-2.99 55 41 29 40 38 38 33 44 53 22

3-3.99 16 17 11 14 16 20 25 14 16 6

4-4.99 1 3 1 6 6 4 9 1 4 1

5 0 2 1 0 1 2 1 0 1 0

合计 72 63 42 60 61 64 68 59 74 29

高三 2-2.99 57 43 36 49 45 45 41 52 58 23

3-3.99 18 19 12 13 16 22 24 23 17 2

4-4.99 0 0 0 1 1 2 8 1 2 1

5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5 62 48 63 62 69 73 76 77 24

为了解 A 县某校各年级中职学生在心理健康各维度上的差异

情况，对抽样学生分别在强迫症状、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感、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心理不平衡

这 10 个维度的平均分进行了统计并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年级学生在心理健康各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高一学

生在偏执、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情绪不稳定

性维度上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数明显高于高二、高三学生，但

在强迫维度上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数明显低于高二、高三学生；

高二学生在敌对、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维度存有心理健康

问题的人数是低于高一、高三学生的，尤其是在适应不良方面具

有显著差异性；高三学生在心理不平衡维度存有心理健康问题的

人数低于高一、高二学生；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学习压力、情绪不

稳定性维度方面均存在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三）A 县某中职校心理健康教育情况

表 3：学生认为印象最深、受益最大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教育方式 人数 百分比

高一 高二 高三

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7 7 15 9.93%

组织专题讲座 13 13 10 12.33%

班主任的心理健康指导 32 49 42 42.12%

任课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

的心理健康教育

13 11 12 12.32%

开办心理辅导室 11 5 7 7.88%

校园广播宣传 11 5 5 7.19%

其他 11 7 6 8.22%

表 4：学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名称 很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高一年级 23 52 17 6

高二年级 26 52 12 7

高三年级 20 58 11 7

合计百分比 23.63% 55.48% 13.70% 6.85%

通过半结构式的问卷调查了解到该县某中职校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的方式主要有开设心理健康课程、组织专题讲座、班主

任的心理健康指导、任课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的心理健康教育、

开办心理辅导室、校园广播宣传等。在被问及哪种是学生认为印

象最深、受益最大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时，约占 9.93% 的学生认

为是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约占 12.33% 的学生认为是组织专

题讲座，约占 42.12% 的学生认为是班主任的心理健康指导，约

占 12.32% 的学生认为是任课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的心理健康教

育，约占 7.88% 的学生认为是开办心理辅导室，约占 7.19% 的学

生认为是校园广播或校园橱窗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约占 8.22%

的学生选择了“其他”。

 在学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方面，23.63%

的学生表示很满意，55.48% 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13.70% 的学生

表示不太满意，6.85% 的学生表示很不满意。

通过对心理健康教师的访谈了解到，该校专职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仅 1 人，综合该校的在校学生人数，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

教师师生比为 1：3000；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使用率较低。

三、调研结论

第一，A 县某中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

有接近 70% 的学生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少数学生

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存在非常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第二，A 县某中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强迫、偏执、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等

维度上体现明显。

第三，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心理健康各维度上显示出差异性。

第四，三个年级的学生均在学习压力、情绪不稳定性维度方

面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现显著。

第五，学生对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满意度方面近 80%

的学生是比较满意以上程度的，但仍有 20% 左右的学生是不太满

意甚至很不满意的。

第六，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匮乏，师资力量薄弱，心理健康教

育形式化。

四、分析与讨论

从以上调研结论可以看出，A 县某中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总体上是不容乐观的。高一学生在偏执、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学习压力、情绪不稳定性维度上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数

明显高于高二、高三学生，这可能是由于高一学生刚入学不久，

很多同学因为没有升入普通高中而感到迷茫。学生选择中职学校

的原因有很多种，第一种是部分学生学习成绩不够优秀，中考后

没能考上普通高中，进入中职学校后总感觉前途无望，放任自己

颓废，第二种是部分学生不愿继续上学又不得不继续上学，迫于

家长的压力选择了中职学校，入学后选择浑噩度日，学习态度不

端正不积极甚至厌学。在这两种状态下，这些学生对未来没有明

确的规划。所以在这几个维度上的心理问题表现明显；高二学生

一方面他们已经入学一年多，已经适应了新的学校环境，能较好



208 Vol. 6 No. 10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学生成长

的处理与同伴的关系，所以在敌对、适应不良方面问题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相比较高一学生而言，高二学生学习上大多已经有了

明确的方向，相较于高三而言，高二学生的学生还未面临即将要

来的单招和高考，所以焦虑和学习压力相对较小。这里特别值得

讨论的是总体来说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学习压力、情绪不稳定性维

度方面均存在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社会对受教育水平要求

的不断提高，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希望通过单独招生考试或

者高考升学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基础较差，

学习方法不当等原因学习效果不理想所以面临着很大的学习压力。

另一方面，中职学生的年纪通常处于 15 岁到 19 岁之间，他们的

自身认知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他们对世界社会人生还缺乏

完整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对各种现象也缺乏正确的判断，因此

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情绪易不稳定。

该校虽然开展了多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方式，但是因为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匮乏，学生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时更多地是

倾向于寻求班主任的帮助，但绝大多数多数班主任是由学科教师

担任，他们不具备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理论和操作技能，所以可能

并不能有效的为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科学的帮助与引导，心

理健康教育有流于形式化的倾向，这也就能解释学生普遍对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较为满意，但是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却比

较低的现象。

五、策略探究

影响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众多，主要有自身因素、家庭因

素和社会因素。 加强该县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水平已迫在眉睫、不容忽略。

（一）立足 A 县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现状，彰显自身特色

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理念，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

性。要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投入，以政策推动落实教育优质发

展的支持。此外教育管理者要注意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结合该

县中职学校目前现状，有所侧重的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工

作。由于各个年级阶段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不同，要坚持

立足现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符合本县实际、彰显本县特

色的发展计划。

（二）补齐心理教师队伍匮乏短板，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

重视班主任和学科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

因为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高投入、高付出、高情感倾注的教

育活动，对个人的职业素养要求较高。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新

专职教师、兼职教师向专职教师转变等方式改变专职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匮乏的现状，另一方面，在中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班主任和学科教师是一支特别重要的队伍，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学

习中，班主任和学科教师与学生的相处时间是最多的，他们往往

最能觉察到学生的心理变化，掌握他们的心理动态，如果他们能

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水平，对学生进行科学的引导，

将大大有益于学校开展科学合理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学生也能

从中受益。

（三）建立学校心理教育工作机制，提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的有效性

成立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全面统筹规划，建立管理机制、

制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章制度等。完善心理辅导室，发挥校园

文化宣传作用，定期分析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制定和组织实

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计划等。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要结合学生的实

际情况，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容。教育形式要以学生为主体，

采用多种活动让学生在课程中加深自我体验和感悟，使其能完全

充分的参与其中，真正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有效性，使学生

在心理健康课程中真正受益。

（四）强化合作意识，建立家校社联动机制

一方面，要树立家校协同育人意识，形成家校合力，拓宽心

理健康教育途径。家长是中职学生的监护人，在学生的成长中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在学校、教师、家长之间建立稳定的合作

意识，加强三者的沟通交流，促进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科学有

效地开展，才能真正有效地提升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另

一方面，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实现教育

资源的充分整合和优化利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要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建立有效的家校社联动机制，以学校牵头，心理健康

教师为主导，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促进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合

作交流，建立科学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定期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

推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总之，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中等职业

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有

助于促进中职学校学生身心和职业的全面发展，要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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