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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职校生情绪管理
雷洪梅

（沈阳市中医药学校，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中职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心理在飞速变化和发展，随着对世界和社会的不断认知，逐步拥有了主观意识和个

性思想，但是由于他们的认知不全面，了解不深刻，所以会常常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产生多种负面情绪。作为心理健康教师，就必须要

正确对待这一现象，通过有效的方法与策略，降低学生的负面情绪影响，引导学生学会管理情绪，从而稳定平和的度过青春叛逆期，拥

有积极健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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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产生不良情绪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学生自身而言，

他们的个性与思维方式刚刚建立，在遇到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或

事时，难免会产生争端，引发不良情绪产生；从客观角度来说，

家庭的不和、社会的现状、周边的风气等，都是引起学生负面情

绪的来源。但是，负面情绪的产生是正常的，其影响却是危险的，

教师的责任就是要疏导学生心理，让他们在产生负面情绪时，学

会管理和抒发，降低其负面影响。

一、职校生常见负面情绪及其产生原因分析

（一）自卑

自卑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但是却不

去努力改变，形成自暴自弃的隐患根源。中职生之所以会产生这

样的情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中考失败，被迫选

择的职业学校，长期的落后成绩，让他们对任何事情都呈悲观心态，

形成强烈的自卑感。

（二）厌学

厌学是学生对于学习的一种不良态度，如上所说，学生的自

卑心理让他们认为自己无法获得更高的成就，因而放弃了努力的

机会，对待学习就会产生厌倦感。

（三）焦虑

焦虑是一种内心恐慌的情绪，主要指学生在受到客观环境的

影响下，内心所产生的不安心理。对于中职生而言，他们的心理

不成熟，在看待问题时比较片面，要么固执己见，认为自己都是

对的；要么人云亦云，容易被他人影响，由此让学生对自身定位

失去了判断，对未来也感到了迷茫，这种不安定的心理是造成焦

虑情绪的主要原因。

（四）冲动

冲动是一种感性化的情绪，在理性控制薄弱的状态下，常常

表现为行为鲁莽，不计后果。这也是中职生常见的负面情绪，主

要原因在于他们社会经历浅薄，习惯了父母为事情后果买单的状

态，理性思维欠缺，行为不经思考。

二、职校生负面情绪管理与引导策略

（一）消除自卑，建立自信

自卑心理是一种需要长期引导才能改变的负面情绪，教师需

要从两方面进行指导，其一需要让学生建立自信，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闪光点，而教师就需要找到每一个学生的优点，并设计相应

的课程活动，让他们获得鼓励和赞扬；其二，自卑心理会造成学

生懒散，放弃努力的负面思想，教师应该以强制性的办法让学生

开始努力，让他们在一次次的进步中，发现努力是可以改变现状

的事实，从而推翻他们自卑心理所构建的“安逸世界”，让他们

看到自己的改变和希望。

比如笔者就有一名学生，其成绩差，性格内向，自卑心理严

重，但是我偶然发现，他虽然唱歌跑调，但是声音洪亮，节奏整齐，

非常适合喊口号，于是我推荐他担任体育委员，让他不得不做出

全班表率，在体育课程中一马当先，获得了非常好的表现，还被

学校评为优秀体委，从此他的性格逐步转变，自卑心理也悄悄不见，

成绩还有了明显的进步。

（二）家校联合，培养兴趣

厌学心理是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心理教师需要其他教师与

家长的共同配合，一方面需要学科教师革新教学形式，以趣味性

和活跃度吸引学生学习的欲望；通过平时对学生的关心和交流，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并且还要为学生建立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

让他们能看到努力的希望，产生想要学习、想要进步的心情。另

一方面，还需要家长的配合，通过家庭教育的引导，让学生认识到，

只有通过学习，将来才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三）树立理想，哲理启示

焦虑心理是学生心智不成熟的表现，教师需要抓住学生的兴

趣爱好，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由此让他们一心投入到学习和

努力中，不再胡思乱想；另外教师还要适当向学生讲述一些哲理

故事，启示他们拥有良好的成长心态。

比如笔者的一名学生就喜欢画画，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他并

没有学习画画的专业，平时总在慨叹自己选错了方向，又在担心

自己未来的发展，笔者为改变他的焦虑意识，特意找到一个机会

与他交谈，和他聊起了绘画，从乔托·迪·邦多纳到丁托雷托，

从威尼斯画派到法国现实主义，从黄金分割线到透视原理，这些

内容他都不清楚，于是我告诉他一个道理，无论是绘画还是其他

专业，知识和文化才是基础，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学习，才能达

到更高的目标。该学生从此不再整日焦虑，而是为了自己的绘画

梦想，在坚持努力学习文化。

（四）加强德育，耐心引导

冲动心理是非常难以改变的一种负面情绪，其与学生性格关

系密切，所以教师要从侧面进行引导，加强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

让学生认识到社会道德的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学生因为

一时冲动犯下大错；另外也要耐心引导，让学生拥有更加全面的

见识，避免沾染不良风气，从而克制自己的冲动心理。

三、结语

综上所述，职校生拥有多种负面情绪，心理健康教师需要对

症下药，根据学生不同的状况，做出科学合理的疏导，以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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