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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优化策略分析
宋雨丹

（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黑龙江 双鸭山 155100）

摘要：新时代，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飞速发展，我国社会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无疑对大学生的成长发育造

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学生的三观正趋于成熟、稳定，这个阶段若受不良文化、信息的影响，将会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为此，

高职院校就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为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

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了可行性策略，以期能够帮助大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未来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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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社会与学校的中转站，在这里学生不仅要学习更为高

深的科学文化知识，还需要懂得在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学生在进

入高职院校前，社会经验非常少，他们对于融入社会既有着强烈

的渴求，也有着深深的惧怕之情。

高职院校的学生并不属于天之骄子，他们成绩一般，在进入

社会前，他们也有着对未来的担忧。此外，大学生正处于血气方

刚的年龄，这一阶段友情、爱情也是深深困扰他们的客观因素。

为此，高职院校就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惑，疏解不良情绪。

一、高职院校学生所存在的心理问题

（一）自我概念模糊

每个大学生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提高自我，既学生心目中

想要成为的目标；一个是真实自我，既学生的实际样子。

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与这两个自我的重合度密切相关。具体为，

两个自我重合度越高，大学生心理状况越良好。当大学生的两种

自我高度不符合时，大学生就会出现心理问题。

通常，大学生容易出现自我认知偏差的阶段为刚入学以及即

将毕业时期。高职院校与学生以往的学习环境相差较多，这一阶

段学校对学生的管束宽松了许多，学生拥有了许多可以自己学习、

生活的时间，而部分学生面对着一改变会无所适从，这就导致他

们理想自我程度较低。

临近毕业部分学生容易产生对未来的恐惧，不知道自己能干

什么，未来会面对怎么样的生活，这一阶段他们对自我的认知较

为模糊。因此，在这两个阶段，学生就容易出现自我认知方面的

心理问题。

（二）人际关系不和谐

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为与同学关系和谐，能够互帮助、互相

尊重；有交心的朋友，能够互相分享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在学

习路上乃至未来的人生路上都能够想出扶持；热爱班集体，能够

自觉遵守各项纪律，为班集体的荣誉而努力；与教师具备良好的

关系，具体表现为尊重教师、爱护教师，能够主动就生活、学习

中的问题寻求教师的帮助。

然而，部分高职学生却不懂得怎样处理人际关系。虽然高职

学生已经成年，但是在以前的校园生活中，他们都是以学习为主，

并不注意经营与他人的关系，这就导致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弱。

此外，部分学生是独生子女，他们自我意识较强，不懂得迁

就他人。这种种原因就使得部分大学生人际关系不和谐，在孤独感、

失落感等不良情绪的影响下，这部分学生性格也会变得孤僻、内向、

冷漠。

（三）适应能力欠佳

当前，我国部分初中、高中都是半军事化管理。在这种管理

模式下，学生的生活被安排的井井有条，他们不需要主观决定去

做什么，只需要严格按照教师、学校安排去执行即可。

从这种模式解脱下来的大学生虽然对大学生活充满向往之情，

但是真正离开了井井有条的安排，部分学生却无所适从。其具体

表现为部分学生不知道应该如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而

导致自己的学业、生活一团糟。

部分学生适应能力较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就具备了自

己安排学习生活的能力，而部分学生能力较差，难以适应这一转变，

这无疑导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从而产生部

分学生中途辍学、因成绩不合格无法毕业等现象。

二、大学生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一）家庭因素

随着国民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家长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然而，在实际对孩子进行教育时，部分家长的理念却出现了偏差，

他们认为成绩就是一切。

在这种错误思想下，家长不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也不关心

孩子的心理健康。部分家长甚至为了提高孩子的成绩，不断采用

各种手段逼迫孩子。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的成绩可能会有小幅

度提升，但是其心理却埋下了巨大的雷。

（二）个人因素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在心理承受能力、适应能力

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进入高职院校后，学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期他们不再是教师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没有人监督他们学

习，因此，部分学生难以适应这一转变。

此外，部分学生受传统理念的影响，仍旧认为成绩就是一切，

他们不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学校的活动等，这就导致学生不合群，

无法融入大学生生活。

（三）社会因素

随着高职院校的扩招，当前社会中的人才越来越多，这就导

致大学生有着较大的就业压力。此外，社会环境的越发复杂，就

使得大学生接触不良信息的机会逐渐增多。虽然大学生已经成年，

但是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并不坚定，他们极容易受网络游戏、网络

不良信息的影响，产生消极对待学习生活、追求不正当利益等错

误思想。

（四）学校因素

由于大学生已经成年，所以部分高职院校默认为大学生能够

自己疏解不良情绪，保持心理健康。故此，在实际教学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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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并未着重通过心理课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而是将

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教授学生专业知识、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方面。

学校的不重视，就导致心理课程难以发挥出应有价值，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地成长学习。

三、对高职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一）全面发展的基础

健康的心理是学生学习知识、全面发展的基础。若没有一个

健康的心理，那么学生在学习中就可能出现上学无用、活着没有

意思、金钱至上等偏激思想，如此，教师教授给学生再多的知识，

也无法将学生引上正途，让学生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学习、面对生活。

故此，想要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让他们成为可用之才，

那么教师就必须要重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如此，在复杂

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才能保持初心，面对挫折时，他们才能尽快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战胜挫折，迎接美好的明天。

（二）社会发展的需求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国家事业的建设者，他们需

要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然而，当前大部分大学生都是00后，

他们所享受的爱与呵护较多，心理非常脆弱，当遇到挫折和压力，

他们想到的不是积极面对，还是缩回蛋壳中，寻求家长的保护。

这不仅不利于大学生的适应社会生活，也不利于国家的未来

发展。而心理健康教育则能让学生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勇于肩

负起自己的职责。故此，在高职人才培养体系中，加强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四、新时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优化策略

（一）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合理安排课程

想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高职院校首先要做的就是认

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合理为大学生安排心理课程。通常大

学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阶段为大一刚入学时期，以及快要毕业

的阶段。

为此，高职院校就应该在大一上半年以及大三上半年，着重

为学生安排心理课程，为学生进行心理疏导，以便学生能够更好

地适应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

此外，每所高职院校所涵盖的专业不同，学生未来的就业前

景也不同，故此，学生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也会存在一定的区别。

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时，高职院校不能盲目照本宣科，而是

应该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行业发展等着力为学生编写校本教材，

以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的实际状况更为吻合。

（二）构建心理教育体系，实现全员育人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存在教师能力不足、教师数量不足等问题。

为此，高职院校不仅需要积极对心理教师进行培训，提升其专业

能力，还需要积极聘请校外心理专家来学校担任兼职教师。

如此，既可以解决专职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又可以让兼职

教师引领专职教师的专业成长，提升教师团队的整体素质。此外，

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依靠心理课程展开，还应该将心

理教育落实到教学的每个环节。

为此，高职院校不仅需要让每个学科的教师都认识到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要性，并注意将其融入到学科教学中，还需要让辅导

员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落实到教育的每个环节。

如此，高职院校才能构建起全方位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心理健康教育，以确保学生能够拥有一个健

康的心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对学习以及未来生活。

（三）开设心理咨询室，及时进行疏导

部分学生受生长环境以及自身性格的影响，思想较为偏激，

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具有普适性，却不具备

针对性，因此，它可以及解决大部分学生存在的轻微心理问题，

却无法解决个别学生的严重心理问题。此外，部分学生可能会出

现存在心理问题而不自知，以及讳疾忌医等现象。

为此，高职院校不仅需要通过课堂教授学生心理知识，还需

要开设心理咨询室，为学生提供一对一咨询、心理健康检测等服务。

如此，心理教师方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为学

生制定心理辅导方案，以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心理

教师就可以为学生做好电子档案，详细记录学生所存在的心理问

题、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等信息。如此，既有利于心理健康教育

的展开，也有利于教师的后期跟踪。

（四）搭建信息平台，扩宽求助渠道

部分学生性格较为内向，在面对心理教师时，他们不愿意吐

露心声，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学生不配合就会导致心理健康教育

的展开困难重重。为此，高职院校还应该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

积极为学生开设不同的求助渠道。

当前，大部分学生最喜欢通过网络平台发泄自己的情绪，寻

求网友的帮助。然而，网民的素质参差不齐，部分网友不仅不会

为学生提供有效帮助，还可能会故意引诱学生，让学生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

为此，高职院校就需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信息平台，

扩宽学生求助的渠道。例如：高校可以设计专门的心理咨询 App

供学生求助，也可以在学校论坛中开辟出专门的版块，让学生匿

名发帖求助。

学生的数量要远大于教师的数量，而且心理教师还需要承担

教学任务，所以面对纷杂的求助帖，教师可能会出现有心无力的

现象。

为此，教师就可以选择品质优良、工作能力的学生担任管理员，

由他们对求助帖进行简单回复、整理，以便教师能够按照学生心

理问题的严重程度等，有条不紊解决学生的问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关系着学生的未来发展，也关

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繁荣昌盛。为此，高职院校就需

要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分析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

题，以及导致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因素，然后，着重从构建心理

教育体系、开设心理咨询室以及扩宽网络渠道等方面对当前的心

理健康教育进行改革。如此，大学生才能在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

育体系下，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成为行业和时代所需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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