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92022 年第 4 卷第 04 期 育人方略

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探析及预防措施探究
董　晓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在生活工作中都有激烈的竞争，人们的情绪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随着各种网络媒体、沟通平台的

出现，心理健康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职学生作为社会的一种特殊群体，他们大多都是在中考中被筛选下来未能进入普通

高中的学子，而他们本身还处于青春期，是心智刚刚开始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候。这个时期他们敏感又有着强烈的自尊，渴望被理解却又

不愿意主动示弱；想倾诉却又不愿意对师长敞开心扉，因此他们的心理更像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人，彷徨无助。他们的心理健康更需要被

社会关注和研究。中职院校的学生特别是即将毕业的年级，他们要面对现代社会紧张的就业压力，很可能会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现状，

还要面对走入社会后的工作竞争，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他们的心理健康亟待教师去发现梳理。现代的中职院校不仅仅只肩负着教学任务，

同时还要做好毕业学生的就业指导，从而减轻职校学生的心理压力。本文从中职学院的管理和教学的实践出发，总结了中职院校的学生

中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可行的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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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院校的教学最终目标是为社会的发展培养和输送专业技

术型人才，未来社会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中职院校的教育

不仅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也

要放在重要位置。中职院校的教师在与学生的教学生活中要注意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发现学生面临的心理压力，及时给予

他们开导和梳理，帮助他们走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以积极健康

的状态成为一个既有扎实过硬的专业技术又有健康心理的专业技

术人才。

一、 中职学生的心理现状和特点

（一）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压力大

中职学生将来在社会中会从事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但是因

为其在小学和初中知识基础打得不够扎实，没有掌握最佳的学习

方法。随着走入中职学校，面对着新的环境、教师、新的教学方法，

他们会有些无所适从。中职的教师会将中职学生当成平等的个体，

不会像小学、初中班主任一样从生活各个方面细致的去照顾他们。

原本他们在学习中不够自觉，又不能自己掌握好的学习方法，面

对中职教育中许多新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往往束手无策，不知道从

何入手进行学习。在中职学校的学习中更需要他们去自觉学习，

许多学习方法需要他们自己进行摸索，对所学的知识进行系统的

归类总结，形成自己的思维导图。但是仅靠他们自己无法掌握这

一学习方法，因此他们的学习压力更大，厌学情绪更加严重，学

习成绩也越来越差。

（二）理想和现实有落差

同时由于中职学生正处于由青少年向成年人过渡阶段，他们

的三观尚未成熟，对事物的理解仍然较为天真、过于理想化，但

是社会是现实的，一旦将他们单纯的想法放到现实生活中便会显

得格格不入，现实生活和他们的理想化生活产生极大的落差感，

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伤害。若是中职学生不能正视这种落

差感，那长久以往便会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技巧。中职学生尚且年幼，他们

大部分都是初中毕业，十五六岁的年龄。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们

还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而走入中职院校的大门，离开父母长

辈独自一人面对陌生的校园环境和陌生的同学老师往往显得怯生

生的。有的学生会因为不适应这一环境的改变，自己又不善交际，

整个人陷入沉默寡言，没有朋友的状态。有的在长期的不被理解

中急于寻求各方面的关注，因此会标新立异，盲目地追求个性，

寻求刺激，甚至将逆反乖张当成自己的个性标签，若是在社会阴

暗势力的引导下学生盲目的追求刺激会导致他们走向违法犯罪的

道路。

（三）中职院校管理上有疏漏

中职院校在管理上不如小学和初中那样严谨，学生与社会的

交流机会更多，因此他们极易受自己所接触的社会风气所影响。

中职学生有的判断力尚未成熟，同时又对一切充满好奇。会不由

自主地想要去探寻、接触社会。中职学校要正视学生的这一特点，

要加强管理。不能让社会上不好的风气影响学生。同时要引导学

生形成积极向上、阳光健康的心态。

（四）中职学生的适应性差、依赖性强

中职学生尚未完全成熟，他们对家长及教师的依赖性强。许

多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个人卫生习惯不好，会被同学所孤

立。学习能力也较为欠缺，往往抱着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的想法，在上课学习的时候以混字当头，在考试的时候就依赖老

师划重点，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也不能胜任，只能随波逐流。

（五）社会日益紧张的就业压力

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我国所有毕业生的问题，而中职学生

相对于各种高校毕业学子，在学历上便没有优势，在专业技能上

又不如大专学生，因此他们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加之大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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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生对自己认识不足，对社会的就业形势了解不够深刻。因此

当临近毕业时，他们便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

二、改善中职学生心理现状的措施

针对以上中职学生面临的种种心理问题和他们的心理现状。

中职学校和教师应该重视以上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

措施。在教学中要加强对中职学生的心理教学，让他们形成系统

的正确的心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去解决。

（一）转变观念，中职院校应增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意

识

中职学校的教育不仅仅只限于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

育上，更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教育。因为一个人只有拥有

一个健康的心理，才能成为一个可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并能

解决问题的人。是人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职学校必须

深刻认识到这一点，重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并要改变

从前的心理教育观念，误认为心理教育就是德育。培养学生的

美德是要基于学生本身是一个拥有健康心理，完善人格的人。

中职要在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同时，开办心理健康室，聘请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工作。中职教

师也要在与学生的日常相处中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让每一个

学生都对教师产生信赖感。这样在学生有心理问题时才会向信

赖的师长寻求帮助。教师便能更及时的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

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帮助。

（二）将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化

中职学校的领导必须先自己从心底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在中

职学校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当作学校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要定期组

织教职工来研究当下学校内的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探讨解决

这些问题的措施。形成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并且要时刻督

查教职工有没有将这些措施落实到位。同时教师要加强责任心，

在教学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去找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机会。

（三）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

中职学生除了校园生活以外，更重要的是家庭生活。因此中

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要争取家庭力量的支持，让家长重视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实现“家校共育”，家庭教育和校园教育整合

教育，家长与教师共同努力，齐头并进。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关注

学生的心理状态，抓住重点细节，有效的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心理

的“疑难杂症”。同时教师要转变家长的观念，认为老师一找家

长肯定是学生在学校表现不好，从而斥责学生。在与家长沟通的

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让家长心平气和的与学生沟通交流，形成

和谐的家庭关系，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这样能带动学生自信心

的全面提升。能有效地让学生敞开心扉，教师和家长能更顺利地

扫除学生的心理障碍，引导他们趋吉避害。树立健康的心理，为

学生将来独立地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细心观察，根据学生特点区别对待

教育讲究“因材施教”，心理健康教育也是一样，现代化的

社会风气开放，因此现代中职学生反感共性，崇尚个性。因此，

中职学校的老师在心理健康教学过程中，不要搞一个标准，不要

期盼通过组织统一的心理健康教学讲座、心理知识教育课等来培

养学生的健康心理。而是要在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中去发现每

一个学生的不同。对于那些好出风头、急于求成的学生要教育他

们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去完成目标；对于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

学生要鼓励他们勇敢地与人交流沟通；对于思想偏激的学生要时

刻教育他们养成开阔的心胸等等，只有做到一一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才能更加顺利地开展心理健康教学工作。

（五）要加强对学生的非智力方面的教育

一个高素质的人才不仅仅要有扎实的专业技术，更要有过硬

的心理素质。中职学生往后都要走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他们

能否胜任工作不仅取决于专业技能更与他们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

因此中职教师要从多方面来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让他们拥有健

康的人格。对事物要抱有积极乐观的情绪，对生活充满信心，开

朗向上。要重视进行挫折教育，告诉他们在遇到困难、挫折时，

不能消极逃避，而是要迎接挑战，不抛弃不放弃。中职学生的心

理尚在发育过程，他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放

下师长的架子学会与学生做朋友，融入他们之中，去感受他们的

喜怒哀乐，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的心灵。

（六）对于临近毕业的学生要提供就业指导，减轻他们的心

理压力。当今社会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求职市场上中职学生要

与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同台竞争，他们的优势不足，从而会

容易在求职道路上产生消极自卑的心理。每一所学校的毕业生就

业率也是衡量学校教育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中职教育

从事者要善于引导中职学生正确定位，找到属于他们的广阔天地。

要制定整合完善的就业指导方案，达到指导毕业学生顺利择业的

目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问题，中职学校

的教育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再仅仅是知识教育的质量，更要注

重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拥有健康心理的优秀专业

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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