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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技能要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玛尔孜古丽·哈别什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奎屯 833200）

摘要：随着高职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突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将心理咨询技能应用于高职思政

教育中，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与抗压能力，对于他们就业及与个人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学生较为常见的几种心

理问题类型，基于心理咨询技能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优势，从尊重、关注、倾听、共情四个方面对如何把问题用心理咨询技能来做处理

进行了探讨，旨在更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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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观念、

世界观也受到了冲击，不稳定因素日趋扩大化，为高职院校思想政

治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新时期，高职思政教师应意识到学生

心理教育的重要意义，从学生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等层面开展心理

咨询教育，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真正意义上实现他们的全面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教育领

域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不仅需要提升他

们的技能，还应培养他们积极向上、自尊自信的良好心态。心理健

康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心理咨询技能的作用对于

提升高职生的思想品质和心理素质具有积极作用。

一、学生棘手的问题表现

首先咱们看一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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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测评结果显示，预警样本数，即 A 类学

生为 684 人，占有效样本数的 23.53%，25 题预警统计中，该因子

预警样本数为 16.7%，由此可见，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

乐观。这一结果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性格本身的缺陷。这是指被

测试者先天性格就存在某种缺陷，促使他们的身心长期处于失调

的状态下。此种情况，被测试者很大概率会持续性存在心理问题，

但是当事人并不能明确指出自己这些症状的诱因。这类被测试者

通常适合长周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二是被测试者近期压力过大

导致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学上属于一种应激行为。但是出于这种

情况的被测试者如果不接受及时的治疗，那么很有可能身心状态

会在短时间内恶化，而且本人也能够意识到此种现象出现的诱因。

通常来说，对于这类被测试者我们可以进行短期的心理疏导，包

括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倾诉、音乐宣泄等，在外界的帮助和指导下，

更好地应对面前的这些危机。相对于第一种性格本身缺陷导致的

心理问题，处于应激状态下的心理问题通常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

缓解，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整个治疗和疏导的过程都需要当事

人的积极配合，不然问题积累越多越难被化解，而且也会使原有

的症状加重，且很大几率延伸出各种症状，对于身心健康发展是

一种巨大的危害。

学生比较多见的问题有：

（一）强迫症状

主要指一种无意义的冲动行为，且存在感知障碍。通过测试

得知被试有时可能因苛求细节和追求完美，造成了行为和思想上

的一些困扰。被测者可能在面对压力时，不能及时调整心态，对

自身和他人要求较高，造成生活中的困扰。

（二）人际关系敏感

主要指个体在与人相处过程中产生的自卑、懊丧的感觉。通

过测试得知被测者在人际交往方面亟待提高，通常不能主动与周

围的人交往，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难以获得别人的认可。

（三）抑郁维度

心情感到抑郁、苦闷，对生活感到乏味、失望、悲观。通过

测试得知被试抑郁症状较严重。被测者经常感到抑郁，对任何事

情都没有兴趣，不愿意活动，对生活没有信心，感到悲观绝望。

（四）焦虑维度

在临床上的表现为无法静息、精神紧张、神经过敏，由此产

生一些类似于震颤的躯体反应。通过测试得知被试焦虑症状较严

重。被测者在较长时间感到过度的焦虑，并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

活工作。

（五）敌对维度

主要表现在情绪、思想和行为三大层面，突出表现为情绪上

的厌烦、行为上的争论等，甚至会出现动手、争斗等爆发行为。

通过测试得知被试行为较冲动，经常情绪不稳定，缺乏控制。被

测者的心胸有些狭窄，对人不友善，不够宽容、豁达，生活中缺

少朋友。

（六）恐怖维度

恐怖维度与传统的恐怖状态较为类似，。所表现的症状与传

统的恐怖状态或广场恐怖症所反映的内容基本一致，恐惧的对象

包括出门旅行、空旷场地、人群、或公共场合及交通工具。此外，

还有反映社交恐怖的项目，即害怕与他人交往。通过测试得知被

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类似恐怖症的感受或行为，被试内心有很

强烈的不安全感，觉得周围环境很不安全，处处充满着恐惧。

（七）偏执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本偏执维度主要是指思维方面，如

投射性思维、敌对、猜疑、关系观念、妄想、被动体验和夸大等。

通过测试得知被试个性特征中存在固执、多疑的倾向。对于周围

的人和事不能以客观、理智的态度对待，喜欢苛求，走极端。存

在许多偏激的看法，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二、对学生所表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辅导建议思路

（一）被测试者不要对自己的情况感到过分担心和忧虑。心

理问题和生理疾病一样，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程度的

遇到，同样，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建议被测

试者尽快前往专业咨询机构进行面询，寻求心理专业人士的帮助

并进一步明确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通过面询，被测试者能更清楚

知道自己的问题根源，并能比较快速、彻底地解除心理困扰，当

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被测试者本人必须主动、积极地做出努力。

（二）同时希望被测试者在日常生活中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这样既可以增加体质又能调节身心的紧张状态；另外还要多从事

一些与人交往的活动；被测试者要逐渐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自我，

发展自信。

（三）被测试者还需要学习一些调节和宣泄不良情绪的方法，

以免被不良情绪控制。被测试者通过逐渐改变已有的错误认知模

式和不良行为模式，会逐渐恢复身心健康状态。

三、心理咨询技能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优势

首先，心理咨询技能在高校学生教育工作中的应用，具有预

防和治疗的功能，有助于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择业等方面的

问题；其次，还有助于拉近师生之间的关系，通过解决学生的恋

爱问题、心理问题、情绪问题等，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心和人际交

往能力，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大有裨益。我们在教学的过

程中，应基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心理健康教育规律，着重

培养学生的心理品质。鼓励他们勇于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提升他

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让他们面对生活和学习能力经受得住考验，

提升他们的抗挫能力和心理素质——这是开展高校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心理咨询技能的应用价值所在。

四、如何将问题用心理咨询技能来做处理

心理咨询中建立咨询关系是心理咨询的核心，关系的建立收

到双方的影响，当然在这儿咨询师的态度最为重要，因为这个态

度对整个过程、影响咨询效果。而建立关系当中“尊重”“共情”“倾

听”“积极关注”等极为重要，以下简单地谈一下这四个咨询技

术在教育工作中的运用。

（一）倾听技术

首先，倾听离不开眼睛。眼睛要观察，观察来访者在讲述咨

询师的耳朵所听到的内容时，他的表情，他的眼神以及他的行为

的变化，这样才可以知道咨询师所听到的内容包含了多少来访者

的感情在里面；其次，倾听离不开大脑。在用耳朵倾听的过程中

不仅眼睛要看，大脑也要跟着耳朵的节奏。比如来访者在讲到某

个内容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得很深沉或者很激动，很愤怒，咨询师

就要立即反应这样的变化，因为可能这里就是咨询过程推进的契

机。如果大脑走神，没有跟上耳朵的节奏，咨询师可能就会遗憾

的漏掉这些重要的信息；最后，倾听离不开手。咨询师在倾听的

时候不仅要用耳朵去听，用眼睛观察，用大脑思考，手也要随时

做好准备。在来访者需要的时候轻轻的拍一下肩膀，就会使来访

者泪如泉涌，得到很好的发泄。等他发泄过后及时的把面巾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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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面前。这样他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也会更加积极地配合咨

询师。

（二）尊重

只有在心理真正地尊重来访者，才能做到真正的心理平等。

当咨询师真正尊重来访者的时候，来访者一定会感受得到。可以

这么说，如果来访者不对咨询师打开心门，再高明的心理咨询师

也都没有效果。所以，心理咨询师是心理咨询的起动者，咨询师

要有一个内省的精神，才会不断成长。有的咨询师，做了很多年，

可总是太主观、太武断，总是以一个教导者的身份出现。也许来

访者不会说什么，但也许他再也不会来了，因为他心里觉得没用、

无聊。因为，在中国，从来不缺少讲大道理的人。而在中国，人

们都听过了太多的大道理了。因此，心理咨询师应站在被咨询者

的角度想问题，尊重他们、关爱他们，认真聆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这样才能达到达到心理康复的效果。

（三）关注

即在来访者说话时，心理咨询医生不应做小动作，四处张望，

如无特殊情况，应双眼注视对方以示尊重。同时要对来访者叙述

的事件或问题提出疑问或解决办法。另外，医生应当袒露内心，

即不做虚伪的表情动作，不说过多客套的话语。充分体会对方的

喜怒哀乐，即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表达出个人真实的反应。积极

关注即关注细节，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但要注意不能直接说明

自己根据对方的动作得出了什么结论，这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应

当通过对方的肢体动作、习惯性话语及动作，来观察对方的心情，

性格，从而在较短的谈话中了解对方。

（四）共情

现代精神分析对“共生关系”的原型描述就是来源于新生儿

与母亲之间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的关系模式。我们的来访者在这

种关系模式中，所获得是一种被需要、被肯定、被关注、被接纳、

被支持的良好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我们的来访者逐渐的积淀着

理解问题的能力、面对问题的力量和解决问题的自信。在这种关

系中，我们培养着一个日渐成熟而独立的来访者，他们将可以独

立地面对和处置他们的现实问题，进而在现实环境中解决他们心

理问题的现实根源，达成心理问题的最终解决。这就是荣格老先

生所说的“现实问题才是心理问题的最终根源，要解决心理问题

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这也是心理咨询作为“应用心理学”

直接服务于生活的最佳表现，也是证明心理咨询对我们的日常生

活具有现实意义的最佳证明。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十

分重要的工作，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者一定要革新思维

和工作方式，正确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大意义，主动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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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思想融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策略探究
黄　飞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50

摘要：当前，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承担了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提供优质人才的重任，做好高校学生意识形态工作建设会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和效率。事实上，当前很多高校学生对自身意识形态理解模式，难以坚定地投身到现代化建设中，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基于此，将立德树人思想与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相结合变得非常紧迫和重要，培养什么

样的人就要先树立相应的育人理念，这样方可在人才建设时有方向、有效果。本文将针对立德树人思想融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分析，

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关键词：立德树人；高校；意识形态；策略探究

高校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重视高校意

识形态工作逐渐成为当前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立德树人与

意识形态建设相辅相成，此两者互为基础。在立德树人思想的指

导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才能有明确的方向，同理，学生若能拥

有良好的意识形态，将极大促进自身思想德行的进步和发展。因此，

将两者相融合教学，对教师来说是一项利于当代、功在千秋的工作。

一、立德树人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

（一）立德树人思想的内涵

春秋时期，是思想界的盛世，各类型的思想鱼跃而出，各成

一家，他们各自的学说虽有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促进时

代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一阶段史称“百家争鸣”。在此时期，

《左传》和《管子》两本书中出现了“立德”和“树人”的思想。

左丘明在书中说：“人生在世，最好的便是树立良好的德行，其

次便是立有一定的功德，再次才是著书立说。”《管子》一书中说：“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从这些地方便可看出，古人对立德树人非

常重视。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给立德树人赋予了新的内涵。

当前，立德树人一般是指：重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将传统

美德进行有效继承，弘扬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个人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