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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心理学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的创新策略研究
邱晓霞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思想观念伴随认识、情感、意志

的转移而完成，所以，人的知、情、意等心理因素关系着人的内

心思想、道德等信念转移的方向和程度。因此，掌握学生的心理

变化规律，运用心理学原理去观察、认识、分析学生心理特征，

能够为高职思政教育点亮指路明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将心理学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这样既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的科学性、预见性，又能拉近教学实践与高职学生之间的距离。

本文以心理学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的创新为论述点，分析当前高

职学生心理问题，从心理学这一角度出发，探索高职思政教育新

路径，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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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职业学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飞跃

发展，教育部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

物力，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但是总的来看，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低效乏力的状况没得

到根本的转变。如何扭转这一状况，让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

现实效，即从重视心理学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提

出一些看法和做法。

一、现阶段高职生心理问题分析

（一）个性思想较强

高职生，一群与本科生涯失之交臂的孩子，相比于普通高校

的学生，高职生个性思想较强，对待不同事件往往有自己独特的

看法，部分学生个性比较强烈，一旦与自己预期想法不同，容易

产生消极想法，久而久之容易产生“失败者”的心态。

还有一些同学自我意识比较强，以自我为中心，一旦得不到

他人的认可就自暴自弃，宛如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

这种情况下也为思政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

现阶段高职生处于人生的岔路口，面临多种抉择，如教师未

加以正确引导，学生容易走向极端，对生活失去信心，不思进取，

不利于其全面发展，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难题。

（二）厌学情绪强烈

一些高职生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进入高职院校后，有明显的

挫败感，这种情况使其放弃了学习，久而久之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目前来看，厌学情绪是高职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能

够使学生重获学习与生活信心，使其从容应对前进路上的坎坷，

提高个人素养。

还有一些高职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得过且过，只求混个

文凭，这种情况下容易陷入思维误区，也不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对于其今后的发展也有消极影响。

（三）人际交往困境

大多数高职生都有人际交往愿望，渴望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但在与人相处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部分同学习惯独来独

往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且敏感性比较强，一旦听别人对自己

的不满，就“大发雷霆”，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吸引更多的朋友，

也会使其他人“避而远之”。

还有一些高职生比较内向，想要与人交往，但往往找不到正

确的交流方式，这种情况下陷入人际交往困境。对于一些单亲家

庭的孩子来说，他们的预防心理比较强，即使有很多心理问题，

也不愿意吐露，长期下去产生了抑郁心理。

（四）自卑心理严重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大幅

度改善。从就业这一层面来看，一些用人单位的最低门槛为本科

毕业生，这就使很多高职生产生自卑心理，认为就业难，也放弃

了学习的机会。

从就业这个层面来看，本科生较高职生更占优势，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注重复合

型人才的培养，不仅注重人才的专业能力，也注重其个人品格，

这也为更多高职生带来了就业机遇。对此，高职院校可借思政教

育之力，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其重拾专业学习信心，

从根本上提高就业率。

二、心理学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的创新策略

（一）加大学生干部培养力度，增强学生凝聚力

大学生干部有重要的领导作用，其要发挥自身的榜样精神，

宣传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使更多学生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

并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增强学生之间的凝聚力。

当然，思政教师也可定期开展主题活动，如“当代大学生心

理问题及成因分析”，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调查，制作调查问

卷，选取若干名学生进行摆放，并录制相应的视频，了解当前大

学生主要面临哪方面的问题，并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每个班干部可带领一个组调查，回收调查问卷，根据实际情况制

作统计表，并生成调查报告，在全班同学面前汇报。通过这种方

式能够发挥班干部的领导作用，使思政教育落到实处。

其次，思政教师也可联合班干部组建监督团队，记录学生的

一言一行，并给予一些“问题学生”特殊关注，发挥心理健康教

育的最大功效，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此外，辅导员也要鼓励班

干部定期深入学生寝室视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使思政教育

工作落地生根。

（二）加强心理互助队伍建设，拓展教育纵向深度

学生为教育的主体。高职院校思政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可

从心理互助团队建设入手，开展心理互助活动，改变只有专业心

理咨询师才开展助人活动的状况，让更多的学生成为心理咨询的

主体，发挥学生的活动主动性，拓展教育纵向深度。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在各个班级设立辅导员助理，定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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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的各项培训活动，使其为班级学生做心理辅导。对于一

些“问题学生”，辅导员助理要对其控制跟踪调查，了解致使其

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提高

心理辅导实效。

（三）与学生管理工作相融合，使两者并蒂开花

高职思政教育要与学生管理工作相融合，发挥思政的隐性教

育功能，促进学生德育品质提升。例如，高职院校思政教师可以

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题活动，对于一些刚入学的新生，可以

为其介绍高职院校的环境及文化，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引入“相亲相爱一家人”活动，鼓励学

生以小组合作方式开展团体活动，如辩论赛、与节日相关的活动（如

赛龙舟、包饺子、交换卡纸等），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学生的孤独感，

减少他们的心理问题。

其次，教师也可加强学风建设。对于大二学生来说，已经初

步适应高职院校教学环境，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以“团结向上，

积极上进”为主题开展学风建设活动，严格实施考勤制，将学生

考勤、学习态度等列入平时成绩。

同时，教师也可引导学生组成“一帮一”学习对子，着力于带

领后进生走出学习困境，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提升学生管理实效。

此外，高职院校也可举办各种校园活动，如让学生以寝室为

单位拍摄“我爱我家”这一主题的微电影，并在课上展示，通过

这种氛围能够提升学生的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学习中，提高自身

的学习能力。

当然，学校也可鼓励思政教师联合起来，开设“心灵驿站”，

在线“坐诊”，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提高学生管理效率，也能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四）注重团体性心理辅导，提升学生心理素质

高职思政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依托各种团体活动之力，磨练

学生的意志，锻炼其心理，提高其心理的韧性。

例如，教师可定期开展大学生心理团体训练活动，引入一些

心理测试题，如某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人给你发一个试

用品，你凑近一看是洁面纸，你会怎么做？

A. 拒绝（你有很强的自控能力，面对诱惑，你勇于说不。）

B. 他给你发就收下（遇到诱惑时，你会做出适当抉择，在自

身权益不受到影响的前提下随机应变。）

C. 主动获取（你不喜欢被制度约束，向来想说什么说什么，

想做什么做什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适合当老板。）

D. 由于不喜欢产品而刻意躲避（你有高度洁癖，觉得这个赠

品来历不明，会招来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且你对钱与感情的欲

望比较强烈，如果有一天无法掩饰这种欲望，容易被欲望淹没。）

其次，教师也可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心理剧表演，通

过这种方式能够转移注意力，也能学会调节情绪的方法。通过开

展团体性心理辅导活动能够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使其在未来的

学习生活中乘风破浪。

（五）注重家校共育，促进思政教育全局辐射

可以说，思政教育是学校与家长的共同责任，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教师要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通过家校共育，促进思政教

育全局辐射。

对于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教师可让其父亲或母亲定期与其

电话或视频交流，给予其生活方面的关注，使其感受到爱的力量，

并将这份爱传递给他人。教师也可定期与其交流，了解其不同阶

段的心理状况，并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避免其产生抑郁、

烦闷等不良情绪。

对于一些比较自负的学生，家长可对其进行心理教育，正确

指出其不正确的行为，帮助其及时改正错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师也可引入一些专业方面的内容，为其讲述专业的工匠，鼓励

其学习这些人身上谦虚、钻研的品格。通过家校双方的共同努力，

促进思政教育全局辐射。

（六）搭建信息化平台，拓宽思政教育路径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生接收知识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教师也要转变原有的教学理念，注重信息化

平台的搭建，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案例库，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

体验，同时还能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在网络平台上设宣传栏，也可通过校园

广播播放心理教育的相关内容，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当然，教师

也可以利用平台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并为每个

学生建立相应的档案，进而寻找更加的教育路径。

三、结语

心理学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大

学生干部培养力度，增强学生凝聚力；加强心理互助队伍建设，

拓展教育纵向深度；与学生管理工作相融合，使两者并蒂开花；

注重团体性心理辅导，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注重家校共育，促进

思政教育全局辐射。多措并举，全面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

思政教育的全面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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