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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女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曾　维

（湖南省湘西州保靖县职业中专学校，湖南 湘西 416500）

摘要：近些年，随着民族地区中职教育的持续发展，中职学校女生数量也不断攀升，女生作为特殊的学生群体，其生理和心理承受

能力方面表现出与男生群体的不同，另外，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女生择业、适应等方面面临一定的压力，并且她们所反映出的心理健康问

题也日益突出。对此，本文对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女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展开探索，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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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民族地区中职学校中，女生作为学生群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受到中职学校的积极关注，而且她

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现阶段，民族

地区中职学校女生在学习、情感和人际关系上受到的待遇不够理

想，这些因素常常使这些女孩感到自卑，对其身心发展造成不利

的影响。因此，民族地区中职学校要重视对女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要主动把握女生身体与心理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在提高自身的专

业素养的基础上，更要重视女生心理健康发展。

一、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女生心理问题的特征

（一）自我否定

许多父母担心自己的女儿会受伤，所以对她们总是比较严格，

比如不能和男生交往，也不能单独出门。父母“严防死守”的出

发点固然是好的，却也限制了女生的身心发育，造成她们产生社

会恐怖症，甚至很可能会出现内向倾向，有话不说，往肚子里放。

再加之家长对女儿比较溺爱，使她们更加依赖家长。许多中职学

校女生比较胆小，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内心非常脆弱，被人

随便说一句，心情会低落好几天。久而久之，中职女生们经常会

对自己产生否定心理，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一旦出现

错误便会不断地自责，不满意时候也会大发脾气。

（二）情感调控能力弱

情感调控能力弱是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女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也是比较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进入中职学校后，她们将

首次离开家长，独自一人应对未来的学业和人生，不可避免地会

在学业、社交等方面产生一些不良情绪。而且，还有一些中职女

生的个性比较内敛，无法从班级和宿舍里得到任何的关爱，从而

产生一种自闭不良情绪，很难融入班集体。

（三）人际交往

女生的思想很细腻，在与他人交流时，会出现紧张，不敢说话，

语无伦次。这种心理与行为上的问题，不只是父母对学生的严厉

要求和过分干预，更重要的是正值青春发育期的女生非常在乎外

界对自己的看法，并期望给别人留下最好的形象。于是，她什么

都在乎，可越是在乎越是无法放下。而且多数女生在处理小事时，

会过于焦虑，对他人感到冷淡，进而对自己的心态产生一定的不

良影响。

（四）自卑心理

中职阶段女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她们对自己外貌、体型等开

始关注，并且对这些有了更多的期待，如果无法达到这个目标，

便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有的女生受到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感染，

总爱将自己家境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当与他人家境相差太大时，

会产生自卑感，经常埋怨自己为何不出生在豪门，也存在着学习

差距，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

二、影响民族地区中职女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一）地域文化差异

文化人类学、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

结果显示，居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其心理和行为都会受

到地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受地域背景、民族文化和生活习

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民族地区中职女生在思想、认知心理

和行为习惯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她们个性顽强，积极进取，

刻苦耐劳，同时又有很强的自尊与好胜心，特殊的家族意识与文

化风俗，造就了她们特有的处事方式与价值观。但是，由于思维

模式的不同以及多元文化碰撞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女学生

在心理内部的结构状况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实际的人际交往

中，尤其是在群体社会化的进程中，更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与谅解，

不然将给跨民族间的交流带来障碍。由于这个原因，民族地区中

职学校的女生更愿意与本民族学生交往，长期下去，会使她们的

交际面变得狭隘，出现群体化或国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过于

敏感的人际关系对女生心理健康也是不利的

（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民族地区中职女生大都居住在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的欠发达乡村，因此，她们迫切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的

命运，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但是，因为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比较少，

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比较弱，再加上中职教学模式与中学有很大

的不同，所以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女生在学习方法和思维习惯上都

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另外，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相比，大多

数地区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缺少了对她们的艺术特长的培养。

因此，大学生在以综合素质评价为主要内容的竞争环境中，大学

生的学习表现并不理想，并且面对着更大的学习适应和学习压力。

当她们面临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求时，更有

可能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女生既有通过求

学来改变现状的愿望，也面临着学业适应、思维模式转换等学习

困境，从而产生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期待与现实

的巨大差距，使她们产生心理压力，进而对未来产生了更多的困惑，

使她们自我效能感下降；进而引发诸如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三）自我实现的阻碍

民族地区中职女学生多为贫困地区，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有的家庭要抚养多个孩子，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贫穷而

产生的自卑心理，使她们不愿与他人接触，参加社会活动，从而

使其人际关系变得不和谐，从而使她们感到更加孤独、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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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陷入沮丧的境地，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地调整和干预，民族

地区中职女学生将面临较大的心理问题。另外，受民族文化的影响，

大部分学生自尊心很强，不愿落后于他人，有的女学生利用业余

时间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或者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这种自

尊和自卑同时存在的矛盾心理，会使中职女学生的心理冲突更加

严重，若长时间不能消除，有可能引起民族地区中职女生的个性

改变，甚至出现极端行为。同时，她们在寻求和建立自己的过程中，

也会因为自我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自我评价与别人的评价不

相符等，对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命意义产生怀疑，从而导致民

族地区中职女生产生深层心理危机。

三、解决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女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问题的对

策

（一）注重与中职女生沟通和交流

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不仅要做好课堂教学工作，更

要经常与中职女生进行交流，通过与女生的交流，从她们的内心

深处去理解其真实需求，进而深入到学生的心中，成为她们的“知

己”，更好地掌握民族地区中职女生心理发展情况，及时进行有

针对性的引导，防止她们心理问题进一步恶化。针对民族地区中

职女生要面子，自尊心强等问题，教师可以用 QQ、微信等私密的

方法和她们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是比较隐蔽的，能够激起女学生

的交流欲望，一些平常很难说出口的问题，也可以用这个途径来

进行沟通，这样，女学生便可以畅所欲言，把内心的真实想法表

现出来，然后教师再进行必要的引导。另外，在日常心理教育中，

教师还可以结合教学内容的特征，有目的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使高中女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能磨练意志。此外，实现教育

教学价值的多元化。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也可以给女学生们

讲解人生哲理、心理情感、人生价值等方面的内容，使她们能够

正确地看待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

走出心理阴影，进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重视心理健康危机干预

民族地区中职女生处于“自我认同”的阶段，其内在的矛盾

和冲突往往导致“成长危机”，这一现象常被心理学家们称之为

“暴风雨期”。此阶段女学生心理承受力较差，加之学业负担重，

竞争大，压力大，情绪波动大，极易出现心理健康危机。预防心

理健康危机的最佳方法并非关注其自身，而应更广泛地关注引发

她们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因此，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应该高度重

视心理危机防范。首先，构建良好的组织结构，以副校长为领导，

以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牵头，成立以校心理医生、班主任为主体的

心理危机管理队伍，各部门之间要相互协作。其次，在学校里推

广心理健康相关的常识，并在班级里成立心理危机预警体系，这

个体系是由班级心理委员、心理社团和班长组成的，能够做到早

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处理，做到心理危机干预制度上墙、

流程表上墙，并持续在每年面对全体教师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培训。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民

族区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各族群众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

场所。在这个过程中，中职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有特殊情感。民族

地区中职学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基地，在开展中

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应突出加强民族感情，创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在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与行动。其次，应加大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宣传，使民族地区中职女学生做到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推动他们在构建与捍卫自己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一

价值观的过程中，增强其内在动力与主动性，拥有坚强的精神力

量来应对种种困境与挑战，在凝聚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同时，还能推动身心健康的协调发展，让她们

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

民族地区中职学校大部分女学生都不熟悉心理健康教育。要

使她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彻底地改善，需要开展形式多样、形

式多样的宣传教育。第一，利用教师会议、班主任会议、专题讲

座等形式，对教师开展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与训练；要想取得实效，

仅靠改变教育理念是不行的。为此，应从建立宽松和谐的工作氛

围入手，通过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使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与

此同时，还需要老师“深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听取他们的意见，

对他们进行积极地指导、关怀与援助，努力为她们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与

执行者，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思想，摒弃以往那种“我说你要听，

我说你要做”的老思想，中职女生只有“亲其师”，才会“信其

道”。另外，引领女学生学会倾听、尊重、理解，建立起相互信

赖的新型师生关系，能让她们感到被认可的安慰，从而减少对教学、

教师的猜疑与对立，促使师生在心理层面达到和谐，然后用正面

的态度，滋养民族地区中职女生的心灵。第二，民族地区中职学

校利用各类会议、活动，向中职女生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以及对她们发展所产生影响，消除女学生对此疑虑，让她们能够

正视自己的心理困扰与问题，学会如何恰当地发泄自己的情绪，

并心理咨询室产生正确认识。

三、总结

总而言之，民族地区中职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较为复

杂的系统任务，并且依然处于初期探索时期。为此，民族地区中

职学校应该立足当前实际情况，并从注重与中职女生沟通和交流、

重视心理健康危机干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宣传等着手，以此有效弥补当前的不足，全面提升中职女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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