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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五年制高职学生主要是00 后，入学后很快就会人手一
部智能手机，这些孩子自幼就会上网，网络环境下长大的他们
拥有超出我们经验范围的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为教育教学工作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值得我们德育工作者深思并积极应对。

1　网络环境影响下的高职学生心理特征
1.1 人生观、价值观多元化
互联网上充斥着海量信息，各种社会现象和言论可以轻易传

播给学生，而他们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极易受到网络影响，
对事物认知标准更加复杂，对人生的态度更个性化，使得学校
和家庭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易形成更加多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2 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有多重人格，易患焦虑、抑郁等
心理疾病

虚拟世界会弱化道德感、责任感，在网上可以肆意宣泄情
绪，当回到现实世界时往往会有落差、矛盾和困惑，难免产生压抑
和焦虑情绪，易导致各种心理疾病，对健康人格的养成不利。

1.3严重依赖网络，易有学习障碍
网络对青少年有着磁石般的魔力，相比之下书本枯燥，学

习乏味。过度上网，大大减少了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兴
趣降低，学习能力变差，逐渐丧失了学习目标和自信心，形成
恶性循环。

1.4 逃避现实，情感错投，易有社交障碍
沉溺网络世界，尤其是游戏之中，可以抛开现实世界的压

力与烦恼，获得心理满足。与身边人的交流越来越少，对身边
的事漠不关心，缺少与人沟通交往的欲望和能力。

2　新时期学生德育工作新对策
互联网大潮下，高职院校想断绝网络对学生的影响是不现实

的，应该转变教育观念与管理模式，理性对待，因势利导，并
学会利用新工具、新方法做好德育工作。

2.1 系统开展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和理想
受社会上对职业教育偏见的影响，职校学生认为自己没前

途，学校应高度重视、系统设计、精心组织对学生的人生理想、职
业规划等方面的教育工作，从踏入校园开始，就要动员各方力量，
利用入学教育、班会、思政化课堂、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引导学
生消除偏见，重拾自信，树立理想，解决思想根源问题，并教会他
们制定规划、管理时间、自我监督等具体方法，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2.2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并合理使用网络与手机
一方面要教导学生对网络和手机有正确认识，知道它们只是

帮助我们生活和学习的工具，应在需要的时间和场合恰当使用，
而不应被它吸引并控制；另一方面在常规管理过程中，要严格执
行校纪班规，强化手机管理，形成监督机制，减少学生上网时长，
培养阅读、运动等业余爱好。

2.3打造精彩课堂，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把学生吸引回现实
德育与教学相辅相成，要设法让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

应针对高职学生特点改革传统僵化教学模式，重视课堂效果，增
加能引起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多媒体教学、实操实训等环节，加强
教学过程管控。适当增加课后作业，形式应更多采取观察实
验、调查报告、制作微视频等多样化的形式，让学生有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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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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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还应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开展谈心会、比赛、
文艺汇演、兴趣社团等丰富活动，增加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将学
生从虚拟世界吸引到真实世界中。

2.4以互联网思维改革德育工作，开辟线上思想教育阵地
高职教师可利用即时通讯软件与学生时时互动沟通，了解学

生动态，交流思想，遇到问题及时疏导。把班级群打造成网上德
育阵地，而不仅限于发布通知，要引导学生利用正规渠道获取资
讯，分辨真假消息，分享正能量信息，理性讨论热点时事，搜索
教育资源，开展线上学习等，培养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

2.5重视网络心理学研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应重视网络心理学研究，针对高职学生网上行为特点深入调

查研究，了解网络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机理及科学引导方法，并应
用于教育实践。应配备专业心理教师团队系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时间上应贯穿整个在校期间，内容上除了教学计划内心理健康课
程，还应定期开展多种主题教育活动，让学生掌握更多心理学基
本知识，学会自我调节方法。

2.6建立学生心理成长档案制度，完善心理健康闭环管理系统
应集全校的智慧和力量建立一套心理应对机制。首先，为每

位学生建立心理成长档案，详实记录日常行为表现和心理活动轨
迹；其次，成立心理互助小组，定期交流，消弭心理障碍；再次，
开通网上心理咨询，安排专业心理老师值守，为学生全天候答疑
疏导；最后，建立健全心理疾病预警、干预、跟踪、反馈机制，形
成闭环管理体系。

2.7社会、家庭、学校多方协同，形成教育合力
社会应该为学生成长提供一个健康清净的外部大环境，国家近

年来多次发起打黑除恶、净网等运动，很好改善了社会治安和网络环
境，国家对职业教育日益重视，正大力发展本科职业教育，会给高职
学生带来希望，让他们对未来更有信心。未来医院、公安、法制、网
信办等相关单位应更多走进校园，配合学校开展多层次的教育活动，
增进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丰富知识，开拓视野。家长应营造健康和谐
的家庭氛围，对高职教育有正确认识，建立更紧密的家校联系，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配合教育，与学校共同制定适合孩子的职业与人生规
划、学业规划、具体实施计划等，创造条件并监督执行。

3　总结与展望
移动互联网时代高职德育工作尤为复杂艰巨，是系统工程，

需要学校科学的整体设计，各部门精心组织，全体教师用心实施；
需要家长通力配合，为孩子提供稳定的心理支撑与必要的家庭教
育；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关爱，为高职教育提供适宜的环境和
养分；更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对高职教育准确的定位、必要的
重视与投入，建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任重道远，我等职教
人还要加倍努力，为国家培养出人格健全、品质优秀、技能出色
的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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