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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心理健康之我见
王正香

（普定县中等职业学校，贵州 普定 562100）

摘要：自实行教育“9+3”计划以来，我国在抓好基础教育的同时，大力扶持中等职业教育，“中职生”就成为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

一个新兴群体，其中已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技能型人才。但是中职生的生源群体大部分是中考落榜生，他们中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过去很看

重，对现在很无奈，对未来很迷茫，再加上很多家长的放弃和社会中多方歧视，“自我放弃”就成了中职生中很多人典型的生活和学习

状态，“自我放弃”导致他们不愿主动学习知识和技能，不愿积极面对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各类问题，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中职生身心健康，对中职教育的发展也造成掣肘。本文通过研究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心理现状，和教育现状，

并提出相应对策，为中职学生心理和行为做出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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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职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现状分析

（一）堕落心理

因为中职学生大部分是与高考失之交臂的学生，在其内心中

会存在“我不如人”的心理，并且这种心理会让学生们自暴自弃，

对待学习的态度消极，提不起兴趣，长期以往地下来只会让这种

心理越来越受到压抑；当真正步入社会的时候，他会发现没有学

到任何技能，更加感觉与社会格格不入，逐渐脱离社会群体。

（二）逆反心理

中职学生学习的这段时期正是青少年身心走向成熟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学生的性格浮躁，耐心和自控能力较弱，些许的

矛盾便会导致他们的做法偏激，不利于与周围环境的友好相处，

这种逆反心理是普遍存在，教师应该耐心引导，教导学生自控。

（三）偏激心理

中职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他们遇事不冷静，容易冲动，做事

不及计后果，这种情况是教育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但是如果不加

以教导的话，会导致学生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为了避免这种

遗憾的发生，教师应该给予相应的心里指导和监督。

二、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在大多数的中职院校中都设有《心理健康》这门课，然而该

课程并没有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起到应有的效果，就普定县全县

而言专业相符的心理健康老师不超过 30 人，而这三十人中大多是

半路出家，没有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职《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老师注定有限，面对日益增多的中

职学生队伍，学校只能把它作为普通公共课，随便安排给几个文

科老师任教，所以本课程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三、应对措施

（一）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在传统教育理念下，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评价一个

孩子的方式就只有分数，分数线也无形中成为了“好孩子”和“坏

孩子”的分界线，经历中考的失败，大多的中职生也被打上了“坏

孩子的”烙印，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成长就这样不忽视，身心健

康理所当然的没人过问。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要改变学生、

家长和社会对中职教育的固有认识和偏见理解，中职已经不是中

考失败的“收容所”，中职更是国家初、中级，甚至是高级技术

人才培养的摇篮。很多企业的技术专业型人才都是来源于中职学

校。我们要鼓励中职学生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强的优势，做社会

有用的人。

（二）加强中职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维护

心理健康培养、维护，就是通过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帮

助学生正常地成长，适应社会，成为健康的人，甚至成功、成才。

由于受社会认知的影响，使中职学生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无论是

家庭，还是社会给予他们的关心和支持都是最少的，这促使中考

失败心灵受创的他们倍感失落、迷茫、自暴自弃。

对他们来说，中职教育是一个可以改变他们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也是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所以，学

校要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加强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尽

最大努力化解他们的心理症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改变。

（三）因材施教，促进中职生的心理成长和技能提升

中职学生大多文化基础知识较差，但是他们却有很好的动手能

力，奇思妙想更是他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转变角色，

因材施教，文化基础较好的引导他们通过分类考试或参与高考，实

现他们的理想和价值，对于大多基础差的，我们要发挥他们动手能

力强的优势，培养他们成为技术能手，擅长网络的，我们可以给予

他们一定的经营理念，让他们成为网络平台式的营销者等等。

（四）建立和谐家庭环境，缓解中职学生心理压力

人们常说，问题学生的背后大多是问题家庭，事实也如此，

相关调查显示，父母关系不和谐，孩子大多不自信、敏感、逆反等。

不和谐的家庭，父母缺少沟通，在教育上难以达成共识，常会出

现教育不统一的现象，最后不欢而散。其次是一味的“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孩子的表现永远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家庭里充满斥责声，

于是孩子认为努力也是挨骂，不努力也是挨骂，还不如不努力，

渐渐地形成自暴自弃性格。

作为家长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改变不良的教养方式，认

识到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他们渴望独立、渴望

受到尊重，所以，尤其是中职家长要注意在家庭事务中加强与孩

子的沟通，平等地交换意见，充分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环境，

使中职学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愿意与家长沟通、倾听，从而为

学生心理健康的成长提供保障，促进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品质和行

为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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