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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的构建
陈一夫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素质教育要求学生能够全面发展，而学生心理健康也

属于学生全面发展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到学生今后的成

长与发展。相比较中小学生而言，大学生面临的压力更多、压力

值更大。尤其是高职生，他们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基础性、技术

性人才，来自于家庭、社会、学校以及个人的压力更大，如何帮

助他们进行心理调整、保持心理健康就成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

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以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

作机制的构建作为主题开展研究，希望能够构建出符合高职学生

心理需求的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保障高职学生能够身心

健康的成长，获得更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有效工作机制

伴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的全面改革，

高职生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被人们愈发重视起来。尤其是高职院校

是社会基础性、基础性人才的主要来源，关乎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秩序的稳定。因此，高职院校负责人更需要重视起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建立起完善的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让

高职生们可以身心健康的成长，成为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但是

因为我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起点较晚、时间较短，所以

在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上的构建还出空白状态。因此，高

职心理健康教师需要根据当下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问

题入手，从而实现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的构建，为

高职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实现高职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一、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没有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很多高职院校负责人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机制的构建重视

程度不够，将这一方面的工作职能赋予了相关的管理部门，但是

很多学校管理部门的工作繁重，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对于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和督导，从而导致很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认为

只要学生没有出事就不会出现问题，只有学生出现了心理健康问

题才会进行解决。这样的情况就导致大部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

育机制不完善，只有事后处理机制而没有事前预防以及事中控制

机制，这很容易让高职生在学校生活中因为压力而产生相关的心

理健康问题，从而对于学生心灵造成伤害，影响到学生今后的学

习成长。

（二）学校缺乏专业心理健康辅导教师

高职生因为身心已经较为成熟，所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比

较复杂多样，所以想要对于高职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就需要高

职心理健康教师具有着较强的专业能力，来使其能够面对复杂多

变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给予最合适的指导。但是在当下我国大部

分高职院校当中，心理健康教师以及咨询人员的专业能力并不强，

甚至还有很多高职院校缺乏专业人才，让一些管理人员或者是思

政教师担任心理健康教师以及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人员。这样的情

况就会导致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能力与水平不足，不能

够有效的发现学生们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能够有效的帮助

学生们解决这些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最终导致高职生心理健康

问题频频出现，严重损害了高职生的学习成长，同时也影响到了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因此，高职院校缺乏专业心理健

康辅导教师是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需要尽早进行解决。

（三）学校缺乏完善的心理健康工作评估机制

完善的心理健康工作评估机制是保障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

有效机制建立的基础，也是帮助其进行长久有效运转的关键。但

是在当下，大部分高职院校都缺乏完善的心理健康工作评估机制。

其具体表现便是在高职院校负责人布置了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之后就放任其自由，没有有效的监督、检查，从而导致一些高

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为形式化产物，无法发挥实际效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职院校负责人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评

估较为简单，只是从人员结构、教学内容上进行简单的评估，只

要外在硬件设备准备齐全便能够得到良好的评价。这样的评估过

程过于单一，没有真正对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过程、

结果进行监督调查，最终也无法形成有效的建设性意见，不能够

帮助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找到自己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

出现的问题与不足。最后，还有一些高职院校的负责人在构建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机制时，一味地照搬别的学校的章程，包括

着评估体系、评估内容以及评估指标等等。这样的情况就导致学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评估机制缺乏针对性，会出现不符合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需求的情况，这同样影响到了高职院校心

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的开展。因此，高职院校负责人要针对

于这些问题来建立起完善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

为高职生身心健康的成长发展做好基础保障。

二、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的构建策略

（一）组建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开展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工作

针对于当下很多高职院校缺乏心理健康教育负责部门的问题，

高职院校负责人应该逐渐心理健康教育部门，以此来更好地开展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工作，为学生们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心理健康

服务。除此之外，逐渐心理健康教育负责部门能够让学生们出现

了心理问题有可以咨询解决的地方，防止学生不知道找谁来解决

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出现。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应该是由领导牵头，招聘专业心

理健康教师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人员成立心理健康工作小组，针

对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的组建、运行提供指导建议，并

且提供充足的资金、空间来帮助心理健康教师组建专业部门。在

完成高职心理健康教育部门的组建之后，其主要职责分为三个方

面。首先是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针对于这一方面，

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应该通过学校媒体、新媒体等途径进行宣传。

例如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可以通过学校的校园网络、广播来进

行基础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同时，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

可以组建学校心理健康部门的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等等。通

过拍摄视频、上传文章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做好

心理预防，从而能够在事前预防心理问题的出现，帮助学生们身

心健康的成长。其次，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需要完成学生

的心理咨询、心理问题解决等工作。因此，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

师要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分配好相关的工作任务，确保部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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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正常高效运转。最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需要及时了

解我国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政策、要求，从而及时调

整工作内容、工作形态，更好的为高职生进行服务，确保其身心

健康成长。因此，逐渐心理健康教育部门是开展高职院校心理健

康工作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建立起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

作机制的关键一步，需要被高职院校负责人重视起来。

（二）加强心理健康教师招聘培训，组建专业心理健康教师

队伍

心理健康教师是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运转的关

键，更是帮助学生们保持身心健康成长的基础。但是在当下，很

多高职院校都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大部分的学校都是由管

理人员或者是思政教师兼任，这样的教师队伍不能够有效运转高

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也无法发挥出机制的作用。基

于此，高职院校负责人应该通过加强心理健康教师的招聘培训来

组建一支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队伍，让学生们能够享受到专业的

心理健康服务，从而为学生们身心健康的成长发展做好基础保障。

高职院校负责人首先要从社会面以及学校面进行招聘，招聘

一些具有较高专业水平以及资质的心理健康教师来保障高职生心

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的运转。高职院校负责人由其要重视对

于社会面的招聘，因为学校面心理健康专业毕业的学生，虽然具

备良好的理论知识，但是缺乏实践经验，还需要一定的成长磨砺

时间。而社会面的心理健康人才专业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

能够有效面对学生复杂的心理问题予以建议和解决。因此，注重

社会面招聘更能够提高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与

水平，从而更好地保障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的运

转。其次便是对于学校心理健康教师的培训，这种培训一方面是

针对于一些基础薄弱、专业能力不强的教师进行的能力培训，帮

助其更好地提升专业能力以及素质，以此来提高高职生心理健康

教育有效果工作机制的运转效率。另一方面，这种培训的内容包

括着心理健康的专业知识还有当下的高职生心理问题成因、走向

以及我国对于高职生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关政策。定期对于高职院

校心理健康教师展开这样的培训，能够帮助其更好地规划调整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以及教育形式，从而助力其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这也是构建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工作机制的策略之一，

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进步。

（三）建立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机制，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

效果

以往很多高职院校负责人对于心理健康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缺乏完善的评估机制，导致很多心理健康教师不能够客观、公

正地了解到自己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问题、

是否有改正的地方，从而导致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专业素质难

以有效提升，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运行机制难以发挥效用。

基于此，高职院校负责人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机

制，能够对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效果有一个明确的评

估，为其提供合理的改善建议，从而为高职生带来更好周到的心

理健康教育服务。

高职院校负责人可以在学期末对于所有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让所有接受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生都可以对于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的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中还可以为学校心理健康教

师提出一些建议。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负责人可以通过学生到心

理健康教师处复诊频率、康复频率进行调查总结，将所有关于高

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数据结果进行搜集整理，从而对于高职

院校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这两种方式能够更加全

面、客观地评估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成果、教学过程，

还能够为其提供相关的教学建议，从而提升其专业素质。因此，

建立起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评估机制，也是推动高职生心理健康

教育有效运行机制构建的基础，对于高职生身心快乐发展起到了

正面积极的影响作用，充分发挥出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四）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做好学生心理健康预防

措施

事后解决不如进行事前控制，只要在事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就能够保障高职生降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频率，这对于促进高

职生身心健康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因此，高职院校负责

人以及心理健康教师需要联合起来建立起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

做好学生心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让学生们避免心灵受到伤害，

能够在一个安全、快乐的环境下学习成长，成为社会需要的专业

人才。

高职院校负责人以及心理健康教师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

制的第一步就是对于学生心理情况进行普查，负责人与教师可以

通过使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来对于所有在校学生进行

心理健康普查，对在测评中出现问题的学生进行重点观察、调节，

防止其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其次，负责人与教师应该为每一个学

生建立起心理健康档案，针对于不同学生出现的不同心理问题、

成因以及解决方法进行完成记录，这样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在

对于学生进行治疗时可以对症下药，更好地考虑到学生的情况。

不仅如此，高职生心理健康档案需要及时更新，每一学期都要对

于学生进行新一轮的心理健康调查，对于来进行咨询或者是解决

心理问题的学生信息也需要将档案信息进行更新，这样可以更好

地了解学生们的心理动态，从而帮助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明白

学生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继而做出相关的预防措施。最后一步便

是建立起快速反应预案，针对于一些学生突然出现严重心理健康

问题时，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以及负责人能够有一个完整的预

案来进行解决，从而防止意外发生。应急预案的另一个作用是在

学校出现了心理危机事件之后，能够对于全校师生进行心理干预，

帮助其尽快回复，防止留下后遗症。因此，合理的建设学生心理

健康干预机制，对于构建高职生心理健康有效运行机制起到了很

好的助力作用，也为高职生们营造出了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以及

心理环境。

总而言之，高职生心理健康问题是影响其学习发展的关键因

素。因此，高职院校负责人以及心理健康教师需要构建完善的高

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运行机制，帮助学生们更好地抵御心理健

康问题，塑造更加完美、更加快乐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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