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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路径探究
王召鑫  何淼  黄荣  王召灿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沧州  061000）

摘　要：2020 年初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断反复，打破了高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常规发展，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影响

同学们的身心健康，导致高职学生的心理出现系列新特点。按照高职院校三全育人的要求和标准，高职学生的德育教育与学
历教育同等重要，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级技能型人才。本文立足于抗疫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以调查高等职业院
校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为切入点，分析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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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现状
（一）过度担忧国家稳定和疫情防控现状
目前，我国各地区新冠疫情情况得到控制，新增病例

不再大规模大范围增加，政府、医疗等干预比较及时，但境
外输入病例依然形势严峻。大部分高职学生刚刚成年，正处
于青春年少时期，思想心智尚未健全、更不成熟，面对反复
不断的疫情和网络上大量的疫情及防疫信息，无法准确辨识
真伪，不能有效甄别新冠肺炎的症状，对病毒传播风险和路
径也不十分清楚，没有任何的心理防范和抗击疫情的经验，
因此极易造成心理恐慌和不适应，造成对国家稳定情况的过
度担忧和疫情防控情况的不乐观态度。

（二）当前学业困惑与未来前途迷茫共存
疫情防控封控期间，全国处于紧急防控状态，但国家

号召学校“停课不停学”，很多高职院校学生居家或封闭校
内实行线上学习。经过对部分高职学生线上教学情况调查显
示，相较于线下课堂教学，学生网课学习的效果差异显著。
教学平台的限制、学习环境的陌生、师生互动的短缺、学习
氛围的差异、学生自律的不强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学生学习
效果差强人意，过度恐慌和紧张导致学生对自身专业学习的
困惑越来越多，对学业学习变得没有自信，学习积极性降低。

近三年来，新冠疫情反复出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整
体发展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高职学生就业困难重重。疫情
期间全国各地施行封控管理，人员流动受限，高职院校无法
顺利开展大型校园招聘会，学生职业规划无法落地实施，加
之社会经济不断滑坡，企业公司无法深入了解高职学生核心
优势和胜任岗位，就业形势极度严峻，学生担忧未来职业发
展、对前途事业非常迷茫，心理健康遭受学业困惑和就业迷
茫的双重打击。

（三）不规律作息导致的体质下降和情绪紧张
疫情期间，为避免过度聚集交叉感染情况的出现，学

生在宿舍或者家中进行线上学习听课，课余活动时间、种类、
范围大大减少，主要集中在宿舍区域或者自己家中，极大压
缩了高职学生的社交范围和生活空间，学生的作息也逐渐被
打乱，白天不起、夜晚不睡，通宵达旦的情况十分严重。青
年学生自律性较差，网游成瘾，昼夜颠倒，缺乏体育锻炼，
导致他们精神疲惫、睡眠障碍、体质下降，进而出现焦虑紧
张、抑郁无常、情绪低沉等无所适从的状态。

（四）长期居家和封校导致人际关系不和谐
抗击疫情初期，大部分学生被封控在家，尽管有学校

教师进行线上授课，但疫情的原因，学生与家人长期居家无
法外出活动，生活半径和社交空间急剧减少，孩子和家长身
上的缺点暴露无遗，家庭矛盾突显、关系紧张并日益升级，
甚至有学生因与家长争吵出现离家出走等情况。疫情情况逐
步缓解后，高职院校复学复课，各地学生从全国奔赴学校，
其中有部分学生来自中高风险地区。这些学生有些担心携带
病毒而出现过度防护，其他同学也不敢与他们接近，造成同

学关系紧张。校外封控依然存在，同学们日常只能在校园半
径在班级宿舍内活动，与社会脱节，同学间矛盾不断出现，
宿舍内打架斗殴现象严重，学生心理问题逐渐显现。

二、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

（一）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受重视
经调查，部分高职院校开设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

关课程，但实际落实不够具体，课程流于形式，没有深入结
合具体案例适度实施。高职院校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有预案和预警防控机制，但并未太多涉及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更多的是用制度约束机制管人，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学
科教育体系。疫情封控期间，越老越多的学生出现心理问题，
大部分高职学校没有高效合理的解决办法，面对重度心理问
题学生更是束手无策，未建立适合高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机构
和心理健康活动室，整体重视程度远远达不到解决问题的标
准。

（二）学生管理人员及专业心理教师极度匮乏
经咨询专业青少年心理学研究机构得知，高职院校理

想的心理教师配置情况是每三百到五百名学生需要拥有一名
专业的心理学教师进行不定期辅导、沟通、交流，但现在几
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不能达到这一比例。高职院校的专业心
理学教师平均在 6-10 人左右，而学生总人数却在一到三万
不等，要想达到理想的配置状态，专业心理学教师应该是现
有专业教师的 10 倍以上。尤其在抗击疫情期间，学生心理
状态变化多端，情绪极其不稳，特殊问题不断涌现，对专业
心理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的需求更大，但现有的高职院校学
生管理人员和专业心理教师人数远远不够。

（三）学生面对疫情的麻痹性和自我教育意识不高
目前在校的高职学生大概在十八九岁的年龄，他们没

有经历过像 2003 年“非典型肺炎”那样的局势，对抗击疫
情没有概念亦没有经验。2020 年初新冠疫情汹涌而至，彻
底打破了人们的社会生活，高职学生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
防范的情况下，需要面对全国各地的疫情大爆发，他们出现
情绪上的异常波动。同时因为疫情防控知识严重不足，学生
并不知道如何做好自身防护，如何给家人朋友普及防控知识，
存在麻痹大意的思想，认为戴不戴口罩关系不大，封闭在家
或封控校内就是被属于被约束了。由于现在网络的发达，疫
情消息从电视和网络铺天盖地而来，青年学生辨识能力不足，
加上长期居家没有及时和同学及专业教师沟通，出现过度紧
张和情绪焦虑问题，甚至有些同学出现抑郁和自闭情况，但
学生并未意识到心理刚出现问题时和专业心理老师交流会更
容易解决，而是带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时才找到专业心理教师，
自我教育意识和调节能力欠缺。

三、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体实施路径
（一）合理完善高职学生课程设置，科学规划《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充分落实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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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成为高校工作
的重点内容，将防控疫情的基本常识和疫情影响下的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设置迫在眉睫。在高校科学建设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心理学相关课程，是贯彻落实高职院
校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实际践行，是为应对防范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做出的基本努力，是科学合理培养新时代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是建立起学生心理安全和
心理防线的有力保障。防疫不仅要提前做好物质防疫，更要
提前做好精神防疫和心理防疫，充分建设和真正落实好心理
健康课程，发挥好教育主阵地作用，及早给高职大学生科学
普及心理健康常识、提高维护心理健康的能力。

（二）不定期整理并更新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开展摸
底排查工作，实时跟踪学生心理健康变化

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情绪紧张状态
相较于之前越来越多，因此高职院校一定要做好学生心理健康
情况的摸底排查和健康档案整理更新工作。学生管理工作要建
立以班级为单位的心理健康工作小组，由辅导员老师担任组长，
选派班团干部、心理委员、宿舍长等成立三层联动的工作组成
员，充分发挥工作组成员的作用。宿舍长及时发现宿舍成员存
在的心理不健康因素，心理委员做好引导、建议工作，及时整
理更新同学们的心理健康档案，班团干部统筹班级内同学的心
理健康工作并开展心理健康状况的摸底排查工作，辅导员开展
不定期班级主题班会、谈心谈话、主题活动等，实时跟踪班级
同学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化，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沟通交流，争取
将同学们的负面心理情绪消除在萌芽之中，不酿成不良后果。
对存在极特殊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同学，由辅导员老师上报
学校管理机构，交至学校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或专业校外医
疗机构进行校外就医治疗，消除学校安全工作隐患，建立学生
健康状况工作台账和心理档案。

（三）邀请心理专家进行心理疏导，大范围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营造健康平和的心理教育环境

疫情期间，高职学生出现各种各样心理问题的原因，
归结起来，一是因为学生心理健康知识不健全，有些同学没
问题却认为自己心理问题很严重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夸大化，
有些同学问题严重缺因碍于颜面不敢就医而被忽视甚至酿成
严重后果；二是因为高职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工作做
得远远不够，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严重缺乏，没有建立预案机
制，总出现问题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消除在萌芽之中。

为缓解新冠疫情对高职学生造成的心理伤害，提高高
职学生健全的人格品质，高职院校可广泛征集社会力量，发
挥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优势，依托大型心理健康知识系列讲座，
不定期邀请心理学专家或医生到高职院校接受心理服务咨询
或治疗，引导高职学生进行适度情绪调节、心理健康疏导、
自我教育意识加强、心态调整意识提高等。同时向同学们提
出倡议，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同学不得歧视、不得区别对待，
而应该发挥同学情、师生情，帮助问题学生走出心理障碍，
拥抱美好的大学校园生活。

（四）不定期开展学生心理筛查工作，分阶段科学实
施分类干预，建立学生心理健康预警机制

高职学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等不同地区，生活习惯、
学习状况、家庭教育、自身经历等各不相同，因此每个人的
心理健康状况也都不同。后疫情时代为优质高效的管理学生
心理健康事宜，高职院校需识别不用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
定期筛查、分类干预、精准诊疗、提前预警。对于青少年学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提早的心理干预和有效的筛查评估，建
立专项的健康测评和监控工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初始心理健康测评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心理健康状况的
青年学生进行分类管理，大众学生实行不定期讲座进行心理
知识普及，特殊群体采用辅导员老师谈心谈话、班级干部适
度关心等方式。心理问题严重的同学交由学校心理咨询管理

机构进行一对一辅导和治疗，更严重者交由校外专业心理医
院专业医生进行就业治疗。高职院校在健康测评和监控基础
上，要做好过程管理和跟踪，进行分阶段科学干预看，建立
一生一档案，做好学生心理健康预警机制。

（五）建设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组建高质量心理
专业教师队伍，充分调动全体高校教师心理教育的积极性

后疫情时代，高职院校心理疑难杂症问题学生会剧烈增
加，高校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夯实部署，建设以心理学
专家为骨干、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为核心、学生心理教育
管理人员为成员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管理中心，组建一支高
质量的心理学专业教师团队，为有需要的高职学生提供心理
干预、心理疏导和心理疾病治疗。以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管理
中心为圆点，心理学专家和专业教师为核心，辐射到整个高
校校园，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向同学们科学普及心理健
康专业知识，帮助同学们尽快调整后疫情时代的负面情绪和
心理问题。同时高校还可以借助社会力量，聘请心理学专家
团队、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抗疫期间参与过的志愿者等，
举办讲述抗议故事的专题讲座或主题活动，通过榜样的力量，
向同学们传递坚定的信念，鼓励同学们在国家有难时，不要
畏惧不要退缩，积极面对勇往直前，为攻坚克难贡献绵薄之力。

（六）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组织校内外心
理健康素质拓展训练，提高高职学生的抗压能力

为了顺利消除疫情对同学们的不良影响，高职院校可
以以学生为中心创设心理健康协会或心理社团，把心理健康
教育渗透到学校的教学活动、社团活动和班级活动中去，多
方位全方面对高职学生进行文化熏陶和文化教育。通过以学
校、系部、班级、宿舍等为单位，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如以拔河比赛、田径比赛、武术比赛等为主的体育锻
炼活动，以红歌歌咏比赛、爱国演讲比赛、个人朗诵比赛为
主的文化教育活动等，培养高职学生的努力参与意识和积极
向上的心理品质。高职院校可以不定期邀请专业心理健康素
质拓展训练公司，给不同群体的学生进行不同等级的素质拓
展训练，运用专业的训练和游戏方式，助力学生正确认识社
会、认识校园、认识自我，培养良好心态，培养良好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

四、结语
突发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方向，给高职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目前，我国抗击
疫情阻击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各地零星病例不断反复出现，
全体人民包括高职学生依然十分担忧。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
的心理防疫工作任重而道远，高职院校要科学规划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管理方案，及时建立家、校、生沟通预案，保持与社会
专家密切联络并向高校适度普及，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的建
立和更新工作，将学生的心理不健全问题消除在萌芽之中，培
养心理健康、心智健全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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