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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为例

马　岩　白小荣　徐建平　张婷婷　陈少国　巴图格日勒　包文娟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内蒙古　锡林浩特　026000）

【摘　要】随着高职院校的扩招，特殊群体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形式多样为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文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为例，对高职院校中各类特殊群体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索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教

育与管理方法和对策。

【关键词】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生；教育与管理

特殊群体学生指的是在生理、心理、学习、生活、感情

和就业等领域存在一定困难和问题的学生 [1]，主要包括经济

困难学生、心理障碍学生、学业困难学生、特殊家庭学生、

行为失范学生、就业困难学生、身体残疾学生等 [2]。这些学

生普遍存在自卑心、戒备心强，社交能力差，社会适应性差，

情绪波动大，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一定偏差等共性。

高职院校担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任，相

对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录取分数线较低，生源成分复杂，

主要有统招和非统招（包括单独招生、五年连读），许多考

入的学生自信心不足、社会经历少、思想成熟度不高，抗压

能力差。其中特殊群体学生受到学业压力、就业压力和经济

压力时，往往心理承受能力更低，受挫能力更差，更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做出不理智行为。因此，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

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压力大、难度高，是学生教育与管理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为例，通过对在校生的调查分

析，探索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生教育与管理的有效工作思路

和方法。加强特殊群体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从而使殊群体学

生的教育与管理更加科学、有效。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为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一年级在校生，主要通过

问卷调查、“一对一”谈话、班主任和同班同学的反馈等方

法，明确特殊群体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找出原因。本次

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260 份，收回 1260 份（均有效），问

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学习经历、情感

经历及未来规划等。为了对谈话内容保密，辅导员采取“一

对一”访谈的方式与特殊群体学生进行沟通，并及时整理班

主任和同班同学的反馈信息。

二、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生的主要类型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本院特殊群体学生主要分为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障碍学生、学业困难学生、行为失范

学生，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群体学生类型，比如网络成瘾

学生、特殊家庭学生、身体残疾学生等，本文主要介绍其中

的四种类型。

三、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生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类：城镇和农村最低保障家庭子女、

农村低收入纯农户家庭子女、孤残学生、家庭遭遇重大变故

的困难学生。强烈的自卑心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普遍存在

的心理问题，表现为缺乏自信心、不善于与周围人进行交流

和沟通。一方面希望得到周围人的关注，另一方面却又不愿

意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导致自身矛盾和冲突。这就导致

他们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不愿与人交往。贪慕虚荣也是影

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们担心他

人看不起自己，为了掩盖或掩饰自己心理上的缺陷，竭力追

求荣誉，显示自己。例如，少数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为了

满足虚荣心，与他人攀比，进行“校园贷”甚至“裸贷”。

（二）心理障碍学生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家庭、

学校乃至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大学生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

精神病性、焦虑、强迫症、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抑郁等。

表 1  2020 年大学生心理测查结果

产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有：一、家庭原因，如父母离异、

家庭成员之间不和睦、父母的“暴力”教育或溺爱教育和缺

乏父母的关爱等，使这些学生产生自卑心理，情绪波动大，

人际关系处理与协调能力差；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大学

生正处于独立与依赖相矛盾，理想与现实相矛盾的阶段，这

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出

现失落、自卑、抑郁的心理问题和行为怪癖；三、角色转换

与适应障碍。现实的大学与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大相径庭，由

此产生心理落差。其次，对新的生活环境、新的人际关系、

新的教学模式不适应，产生困惑而出现心理障碍；四、交际

困难。部分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与人沟通、交往的技

巧与原则，有的学生甚至有自闭倾向，不愿与人交往；五、

对网络过度依赖。一些大学生一方面因交际能力差，沉溺在

虚拟的网络世界，以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被网

络本身的精彩吸引。这些学生染上网瘾，自我封闭，不愿与

人面对面交流。

（三）行为失范学生

大学生行为失范主要表现为：学习行为失范、恋爱行为

失范、网络行为失范等。学习行为失范的学生学习目标不清，

学习态度不端正，出现迟到、逃课、上课睡觉、玩手机、考

试作弊等现象，这些学生对未来没有规划，存在“混日子”

的心理。恋爱行为失范学生爱情观模糊，只为满足与异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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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目的和排除内心的孤独；恋爱中缺乏责任感，无视恋

爱中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恋爱中行为不当，在公共场

合过分亲密，甚至做出不雅举动。网络行为失范的学生，

现实生活中寻找不到成就感，就会转向网络虚拟世界，在

那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再加上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一些

充斥着暴力、色情的不良网络信息，极大的影响着大学生

的思想，一些不道德行为也随之产生，如在网络散布虚假、

不健康信息。

（四）学业困难学生

学业困难学生是指学习成绩较差经多次考试不及格，丢

失学分较多造成留级、延长学制或退学情况的学生群体[3]。

这些学生对所学专业了解不深，缺少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未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对未来职业前景没有规划。

课上跟不上老师讲课进度，课下又不及时主动解决学习问题，

导致越学越难。高职院校学生相对学业水平较低，认为自己

不适合学习，只想“混毕业证”逃避学习。

四、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生教育与管理有效对策

（一）建立特殊群体学生信息档案

在新生入学之后，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学生的家庭情况

及日常表现进行调查，确定特殊群体学生，及时建立学生信

息档案。档案建立的原则遵循保密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系

统性原则、信息化原则、个性化原则。档案的建立主要分为

六大模块：（1）学生基本信息：学生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

民族、班级、生源地、家庭详细住址、父母及本人联系方式、

兴趣爱好、学习经历、社会实践经历等。（2）调查问卷结

果及特殊群体学生所属类型，确定特殊群体学生存在的问题。

（3）“一对一”谈话记录，对特殊群体学生进一步深入了解，

分析其出现问题的原因，以便针对其思想和心理特征对症下

药，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管理工作。（4）帮扶计划，针

对不同类型特殊群体学生制订相应的帮扶计划。（5）家校

联系情况，通过不同角度了解学生，更好地开展帮扶工作。（6）

帮扶效果，对帮扶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为后期特殊群体学

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奠定基础。特殊群体学生档案的建立，

可以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进行有效的教育

与管理，从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二）加强特殊群体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由于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造成特殊群体学生出

现较多的心理障碍，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及时有效地进行心

理干预和疏导，从而帮助特殊群体学生解决心理问题。通过

讲座、观看影视材料、心理剧等形式进行心理辅导和咨询，

并利用校园网络、校园广播、校报、微信公众号、宣传板等

媒介向学生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注重开展挫折教

育，通过健全的管理模式、有效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学院 -

院系 - 班级 - 家庭”模式的教育网络，引导特殊群体学生正

确面对挫折和解决问题。通过上述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方法，

增强特殊群体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承受挫折的能力，帮助他

们塑造健康的心理。

（三）切实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

针对不同类型特殊群体学生，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生

活、心理等方面的困难。针对经济困难学生，要充分了解国

家以及学校的助学金、奖学金相关政策，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提供适合的勤工俭学岗位，鼓励学生自立自强；树立正确的

消费观，崇尚节俭。针对心理障碍学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并进行简单的心理疏导，指导学生充实日常生活、学习安排，

提高心理免疫力。针对行为失范学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强化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

教育，通过主题班会、帮扶小组等方式强化班级纪律和校规

校级。引导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教育教学和学校各项活动

中，根据学生表现给予适当的表扬和奖励。针对学业困难学

生，帮助其进行未来职业规划，激发学习动机，优化课堂教

学，提高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营造良好的学风，

杜绝违反学习纪律的不良现象。成立帮扶团队，班主任、任

课教师、同学在学习计划、学习策略、情绪状态等方面给予

指导和帮助。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引导和教育学生、培养学生良

好品德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学校管理的一个

重要内容。通过举办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如运动会、文艺比

赛、文艺晚会、专业技能竞赛以及各类社团活动，营造良好、

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特殊群体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其积极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使他们更好的融入和适

应校园生活，强健体魄，提高自信心，强化专业知识与技能，

在活动中成长，为以后的社会实践以及工作奠定基础。

五、总结

特殊群体学生是高职院校教育与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内

容，在面对特殊群体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需要教育工作者拥

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认真履行国家教育方针，立足国情，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高志玲 . 高职高专特殊群体学生特点及其教育与管

理 [J]. 科技资讯 , 2017, 15(18):179+181.

[2] 任璐颖 . 高校特殊群体学生危机及其成因与对策思

考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 2014, 28(09):56-59+63.

[3] 朱伟娟 . 辅导员视角下高校特殊学生群体的教育

与管理分析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 上旬刊 ), 

2020(04):82-83.

【项目来源】高职院校特殊群体学生教育与管理探究，

项目编号：QN-2020-06

作者简介：

马岩，1994 年 1 月 4 日，男，河北省定州市，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本科，护师，学生教育与管

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