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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职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与教育对策探析
何　昆

（贵州交通技师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中职学生相比于普通中学学生来讲，没有特别明显的

差别。除了学习成绩上的差异外，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

来讲更为严重。中职院校学生的目的不再是升学，而是向着就业

进行转变，直接面临着社会的压力。尤其是在当前竞争压力大以

及青春期的现状下，学生会产生自卑、逆反、攀比、从众等一系

列的负面心理。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并妥善解

决是其教学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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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心理猛如虎，能够让人做出一系列不理智的行为。对于

中职学生来讲，社会往往会对他们有着一定的偏见和看法，影响

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从而产生堕落、叛逆等心理特征，这对

于中职教育有着极大的弊端。如果教师对中职学生的心理问题不

重视，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甚至会让他们萌生出负面的想法。

为此，教师要善于对学生进行问题分析和心理引导，让学生认识

到自身的价值，健全性格发展，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中职人才。

一、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分析

（一）学生厌学心理

学生的职责便是在校努力学习，但是部分中职学生对于学习

没有积极性，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负担，谈起学习便会感觉到心烦、

痛苦，从而诱发出课上睡觉、旷课、逃学甚至直接辍学的问题。

发生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中职学生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学习成

绩也不好，在学校完全是混日子，缺乏上进心和积极性。当然也

有可能是因为家长和教师对其不给予厚望，同学的嘲笑以及社会

的漠视，让他们看不到学习的希望，逐渐放弃了学习，进而演变

成厌学心理。

（二）学生的自卑感强，意志力薄弱

中职学生大多是从中考失利，不得不选择一所学校来被迫学

习的，他们内心会无形之中产生一种自卑心理，自卑心理容易诱

发他们负面情绪，是形成性格孤僻的重要导火索。在这种心理影

响下，学生的心理问题较为严重。性格孤僻的人，交际能力和人

际关系较弱，厌烦心理和戒备心较强，这也就导致他们意志力比

较薄弱。

（三）情感问题复杂

情感问题涉及亲子之间的亲情、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师生情、

同学之间的友情以及对异性之间的仰慕之情等。学生们的生活经

验以及社会阅历较少，加之处于青春期阶段，他们的情感极为不

稳定，自控能力也比较差。往往因为父母或者教师的几句批评、

同学之间的几句玩笑话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对周围人产生一种

疏远感和戒心，从而形成一种冷漠、置身事外的态度。

除了上述的心理问题之外，沉迷于虚拟的网络环境、就业心

理问题等在中职院校都较为突出，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并

解决相关内容，是心理教育辅导的重点。

二、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研究

（一）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自信心可以帮助学生养成乐观、积极向上的健康性格，进而

对学习、社交、就业等有着较高的热情。想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教师要定期给予学生鼓励和赞扬。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如何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教师开展心理教育的难题。如教师

可以鼓励身体素质好的学生参加校运动会，为班级争光；责任心

强的学生可以让其担任班干部；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辅导其他同

学的学习。教师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身的优势，扬长避短，逐渐

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激发内心的热情，从而达到一个良性循环。

（二）为学生树立理想

理想是人奋斗的动力，为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以

及天赋来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进而规划好人生航向。

有了目标，学生才有努力的方向，将最大精力放在自己所热衷的

内容上，让其对学习和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希望，摆脱不良习惯，

培养优秀的行为，塑造健康向上的优秀品格和素养，突出自身的

人生价值。

（三）为学生创设班级氛围，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学生态度冷漠、特立独行、对于班级事物不关心的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班级氛围较差。班级是学生生活与学习的场所，也是思

想升华的宝地，教师为学生创设良好的班级氛围，可以增加他们

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让其感受到班级凝聚力、合作意识、责任感等，

以一种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班级建设中来。

（四）教师教导学生环节不良情绪的方法

面对不良情绪的时候，学生往往不知道怎么排解，憋在心中，

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疾病，为此，想要降低学生心理问题，可

以适当给予学生一些较为实用的排解不良情绪的方法。如自我勉

励法：时常暗示自己，去挖掘自身的优点和长处，培养战胜困难

的信心；倾诉法：将遇到的问题倾诉出来，倾诉的对象可以是教

师、关系较好的同学，也可以是日记本等，来帮助学生发泄情绪；

活动转移法：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热爱的运动

来转移注意力，如打球、爬山等。

三、结语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学生总会遇到一系列的心理健康

问题。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的行为举止，去发现其中的问题，并

采用多种手段鼓励学生，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培养良好的

学习习惯，健全人格的发展，摆正心态，从而为社会发展培养高

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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