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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陈　琢

（博仁大学，泰国 曼谷 10210）

摘要：随着现代企业飞速发展，不仅要求员工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还要求他们具备良好的抗压能力、团队精神和抗挫折能力，由

此可见，心理健康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深远影响。职业院校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更大，他们的心理更为脆弱，难以直面残酷的就业竞争和

未来职场生涯，因此，学校要不断优化心理健康教育，编写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心理健康课程，定期开展团队心理健康辅导，针对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疏导，还要积极搭建网络平台，帮助学生克服各类心理障碍，塑造职业院校学生健康心理，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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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场工作压力比较大，从业人员不仅要胜任岗位技能，

还要处理好团队关系、合理调节工作压力，正确处理职场中的挫折，

不断提升个人抗挫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促进个人职业发

展。职业院校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要进一步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针对学生社交障碍、网络依赖、自卑、焦虑和叛逆问题等开展教学，

促进职业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进一步提升学生心理素质。

首先，学校要组织各个专业教师学习心理健康知识，让他们及时

发现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对学生心理问题进行干预。

其次，学校要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辅导活动，让专业心

理教师解决学生困惑，让学生关注自己心理健康，让学生变得更

加积极、乐观，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职业理想。

一、学生心理健康与职业发展关系概述

（一）社会心理与职业生涯发展的理论

学生社会心理发展包括了能力发展、情绪管理、人际关系、

自我认同、动机发展、自我性整合等要素，涵盖了学生发展的方

方面面。职业院校学生普遍心理比较脆弱，尤其是刚刚入校新生，

他们刚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对校园生活充满期待和困惑，一旦

遭遇挫折，却常常陷入自我否定，自我同一性发展是很多职业院

校学生都存在的心理问题，这类心理疾病会让学生产生自卑、焦

虑等问题，无法正视自己的不足，缺乏自主选择能力。自我认同

稳定性与择业行为是职业院校学生比较欠缺的心理品质，由于他

们自我认知不够清晰，对于职业生涯规划比较模糊，再加上缺少

社会阅历，很容易受外部环境与他人职业规划影响，影响了学生

个人职业发展。由此可见，社会心理学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职业

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教育实践

心理学家认为焦虑、社交能力、职业思维、情绪控制能力和

心理承受能力等都会影响个人就业，抑郁与职业思维失常正相关，

抑郁与职业认同性显著负相关，因此学校要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职业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要综合社会心理、职业规划和学生个

人问题，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不同学生制定个性化心理咨询

方案，针对学生心理问题进行疏导，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问题。

心理健康与职业院校学生就业息息相关，学校要把社会心理

学和职业生涯教学衔接起来，尊重学生独立性、创新能力，鼓励

他们积极参与校内外实践活动，让他们与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交往，

从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开朗，掌握职场人际交往技巧，并让他们把

这种能力延伸到未来工作中，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职场生活。对于

大多数学生来说，学校生活意味着个人独立的开始，他们开始独

立负责衣食住行、为个人发展做抉择，是一个角色转变的过程。

由于学生家庭环境、性格和教育环境等存在差异，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也存在差异，有的学生可以快速适应新角色，有的学生在转

换过程中却出现了厌学、焦虑和抑郁等问题。

二、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自卑心理

一般意义上的自卑心理指的是，个体对外界环境缺乏安全感，

导致他们对环境、其他人产生畏惧心理，进而产生自我否定兴趣，

畏惧与他人正常社交，缺乏自信心。职业院校学生普遍存在自卑

心理，感觉自己不如本科类院校，就业不占据优势，这让他们产

生了挫败感、悲观、自卑等心理。一旦他们在学业、生活和求职

中遭遇挫折，他们很难自我调节，失去了为理想打拼的勇气。

（二）叛逆心理

职业院校学生正处在青春期，自我意识比较强，遇到挫折习

惯性先去寻找他人问题，忽略了进行自我反思，反感教师和家长

的管束。部分学生存在厌学、逃课和盲目追星等问题，固执己见，

不能接受他人的建议，常常会因为叛逆而影响学习和人际关系。

（三）社交障碍

随着微信、微博和抖音等新媒体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利

用手机 APP 来交友，沉迷于虚拟网络交友，忽略了与同学、教师、

朋辈的正常社交，这让很多学生出现了新型社交障碍，畏惧接触

现实世界的新朋友。部分学生在交友过程中缺乏辨别能力，陷入

网络游戏、逃课和恋爱中，影响了个人学习与正常社交。

（四）网络依赖

随着微信、微博和抖音等新媒体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利

用手机 APP 来交友，沉迷于虚拟网络交友，忽略了与同学、教师、

朋辈的正常社交，这让很多学生出现了新型社交障碍，畏惧接触

现实世界的新朋友。部分学生在交友过程中缺乏辨别能力，陷入

网络游戏、逃课和短视频中，影响了个人学习与正常社交。

三、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结合的意义

（一）帮助学生客观认识自我

职业院校学生心理比较脆弱，对人际关系处理不太擅长，心

理调节能力也比较薄弱，还无法自如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面

对学业与生活挫折时，无法快速调节情绪，很容易出现焦虑、自

卑和暴躁等负面情绪，这对学生未来职场生活产生了一些不良影

响。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让他们明确自

身发展优劣势、心理健康状态和社交能力，让学生更懂得自我欣

赏与自我批判，帮助学生根据自己专业、兴趣和性格特点等来制

定职业生涯规划，提升学生自我认知能力。

（二）帮助学生明确职业目标

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很多

学生在咨询职业生涯、就业相关问题时，也同时咨询了心理问题，

这表明学生对个人未来职业生涯比较迷茫。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引

导职业院校学生辩证看待未来就业趋势，让他们明确自身职业技

能优势、性格优点和人生目标，为他们推荐适合的工作岗位，让

他们结合这些岗位来制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一方面，教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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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生情绪控制能力培养，引导他们直面挫折，吸取教训，让

他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就业挑战，帮助他们制定长远职业生

涯规划。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开展职场交际能力教育，为学生讲解

职场社交礼仪、团队精神和工作精神等知识，让他们明确为之奋

斗的目标。

（三）增强学生心理适应能力

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和适

应能力，帮助他们正确面对就业竞争，督促他们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及时引导学生释放心理压力，塑造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例如在

考试季时，教师可以组织抗挫折团体心理辅导，引导学生选择多

种方式来释放压力，例如音乐、运动和倾诉等方式，并为学生讲

解成功与失败的真谛，劝解学生正确看待某一次的成功与失败，

让他们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这对学生未来职业发展是

非常有力的。心态乐观、积极向上、吃苦耐劳、善于自我调节的

学生更乐于接受职业挑战，更敢于追逐自己职业梦想，更加适应

当下激烈的职场竞争。

四、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整合的策略

（一）树立融合育人思想，优化课程体系

首先，在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作中，教师应

转变传统教学意识和教学思想，认识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职业

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的影响。为充分了解学生心理状态对职业规

划、决策的影响，教师应结合实际进行调查，从构建和优化课程

体系入手，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融合，分别

将两者融入对方课程体系中，形成常规化的融合育人思路，为心

理教育与职业规划教育深度融合提供条件。其次，根据职业院校

学生主观学习感受，在发现学生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心理教师、

辅导员可通过加强与学生沟通，帮助其解决职业发展中出现的心

理困惑、实际问题，让学生能够找到努力和发展方向，避免其出

现负面情绪。尤其是新入学的学生，诸多学生思想尚不成熟，自

我认知不足，很难合理选择专业、明确未来职业方向。对此，教

师应交叉开展职业规划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重新树立

学习目标，找到个人定位，也可组织朋辈教育活动，邀请毕业生

分享校园生活与职业规划经验，让学生找到自我。

（二）注重二者互补性，搭建指导服务平台

从教学内容和方向看，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开展目

标存在相通性。所以，在具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认识到二者的

互补性，合理补充心理教育或职涯规划内容。只有不断借鉴和补

充，才能提前规避风险和问题，发挥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教

育的融合优势，提升整体育人成效。从整体角度看，职业生涯规

划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所以，两方面的专业教师应注重

交流与沟通，争取最大限度提升职涯规划教育水平。在开展职业

生涯教育时，教师可了解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地位，根据学生职业发展需求、心理状态、个人能力，提供全方位、

细致化的服务。同时，在落实相关工作时，对于学生出现的心理

或情绪问题，教师可搭建指导服务平台，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职

业生涯规划中，通过实施专业化指导，促使学生理解职涯规划的

科学路径与方法，使其能作出合理规划。比如，对于社交能力不

强的学生，教师应从心理教育角度入手，通过开展各种校园活动，

引导学生树立和分解目标。这样，学生可将职业发展目标分解为

多个生活与学习目标，主动参与校园团体活动、社交活动，提升

个人能力，锻炼表达能力与意志力，逐步实现职业发展目标。

（三）主动分析学生心理，提升教育针对性

学生职业规划工作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学生性格、心理状态

直接影响着个人生活、工作态度，以及职业能力发展。因此，教

师应充分调查职业院校学生的个体差异、心理特点，从心理健康

教育角度切入，积极开职业生涯指导工作。这样，教师可深入实

现二者融合，通过分析不同学生性格特征与心理状态，针对性地

开展教育指导工作。当前，抗挫折能力是职业院校学生必备的能力。

面对各种困难和问题，具备抗挫折能力的学生，可站在理智的角

度分析问题，主动克服困难。但是，部分职业院校学生自小成长

在良好的环境，备受亲人的关怀和照顾，较少经历生活挫折，缺

乏较强的责任意识和抗压能力。在经过三年的学习时间后，诸多

学生往往会直接步入社会，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容易出现逃避和

崩溃等心理现象。对此，相关教师不仅要分析学生挫折心理，还

要针对性地设置挫折教育。通过组织长跑、锻炼等校园活动，磨

炼学生意志力，鼓励学生主动面对困难并解决问题。教师也可运

用信息化平台，如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及时发现学生存在

的心理问题，通过心理疏导、多次交流的方式，引导学生掌握解

决难题的方法，培养其敢于迎接挑战和职业困难的态度，提高学

生抗挫折能力。在这样的指导方式下，教师可与学生建立起亲密、

健康的师生关系，也能让更多学生认同和采纳职业规划建议。

（四）注重自我提升，提高综合教育能力

要想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学生职业发展，教师必须

要不断学习先进教学方法，结合有效的教育手段，达成教学目标。

为适应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心理健康发展需求，教师应注重自

身提升，通过参与各种培训、学术研讨会，开阔自身视野，提升

心理健康、职业规划指导能力。一方面要深入钻研先进理论，储

备大量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要从实践中积累和总结经验，发现

自身工作问题和工作思路不足，在与其他师生沟通时，结合相关

反馈提升和完善自我。除了专业能力方面的提升，教师还要注意

到新时代职业学生特点，科学选用沟通方式和工具，按照职业院

校学生特点摸索沟通规律与方法，提升专业沟通的有效性与适应

性。这样，在学生正式步入社会前，教师可及时预警学生心理问题，

提前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发展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发展意义重

大。若学生缺乏积极、乐观的心理态度，很难主动应对来自社会

各方面的挑战。因此，教师应结合当代职业院校学生性格特征和

心理特征，同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教育，通过有效整

合教学思想、注重二者借鉴互补、实施针对性教育、提升教师综

合能力等方式，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职业规划能力，为职业

院校学生群体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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