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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机制研究 
张堃  王建涛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261206） 

摘要：本文针对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丰富校园文化、课堂教学方法、健全心理健康保障体系、
干预机制、预警机制等建议，以促进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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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疫情肆虐，严重影响了国内外经济的发

展，工厂倒闭，收入锐减，失业潮频现，中美冲突不断升级等等，

加重了焦虑心理。新形势下，新生代“00”后大学生心理状况又会

如何，如何能够借此契机指导高职院校大学生形成健康心理，给予

及时适当的指导帮助，培养高职院校大学生能够正常心态去面对社

会危机与未来的人生挫折。高职院校又需要怎样做好教育指导工

作，而这些都是目前高职院校需要面对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问题 

1.心理健康教育尚未重视 

在高职院校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学校重视优质项目的申报与建

设，往往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重要

地位上，心理健康教育落实上流于形式，例如学生入学心理健康问

卷调查等工作，很难筛选出需要帮助的、受心理问题困扰的学生；

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咨询学生寥寥无几。部分心理健康教师授课时

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按照心理健康课程标准、教材“中规中矩”

授课，缺乏针对性。 

2.心理健康教育师资薄弱 

高职院校心理学等相关专业的科班出身教师数量少，仅能满足

一般性教学要求。实际上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的重任落在专职辅导

员身上，专职辅导员队伍中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参差不齐，加之缺少

相应的培训，导致高职院校缺乏一支素质过硬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团队。 

3.学生缺乏心理健康维护、咨询认识 

很大比例的高职学生不能正确看待心理健康教育，缺乏心理健

康维护及咨询意识。当在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等方面出现心理问

题时，部分高职生缺乏相应的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健康维护意识及

主动心理咨询意识，对心理咨询没有正确的认知，甚至抵触心理咨

询，把心理问题深藏心中，唯恐家长、老师和同学知道。错过心理

疏导的最佳时期，导致心理问题不断积累和加剧，直到严重到无法

正常学习、人际交往时才“被迫”心理咨询。 

三、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机制措施 

（一）丰富校园文化，以文化人 

良好的校园环境是隐形的教育资源，净化学生心灵、调动学生

情绪，起到“不言而教”的绝好效果。广泛开展形式各样的校园文

化活动，在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元素，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活

动“润物细无声”无缝融合。 例如在校园的各宣传平台，院系官

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号、抖音、院系宣传网站、校报校刊、校园广播

平台等都开辟心理专栏，开展以“爱”、“理解”、“尊重”为主题的

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各类学生活动，如野营拉练、 案例赏析、

学生辩论赛、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剧表演等，营造一种阳光、积极

向上、正能量“爆棚”的校园文化氛围，助力学生形成正确地“三

观”、大度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指导学生创立心理相关社团，针

对同学交往、 情绪调节、大学生恋爱、就业焦虑心理疏导等不同

的主题，设计开展“五花八门”社团活动。 

（二）健全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完善心理健康保障体系  

1.重视心理健康工作队伍的建设  

建设“五位一体”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以三全

育人为宗旨,形成育人合力。将心理健康专业教师、心理咨询工作人

员、辅导员（教师）、学生家长、心理委员（朋辈）等纳入全员体

系中,确定其明确分工任务。 根据工作分工不同，制定针对性、专

业性的培训方案 ，即一人一进修学习方案。培训内容包括心理健

康知识、 基本的心理知识培训、心理咨询技能，谈话技巧、心理

问题的辨识力、朋辈心理咨询员的基本素养等。 

2.完善心理健康干预、预警机制 

构建完善的预防与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组建心理咨询中心、心

理健康教师、班主任、心理委员等多级预警系统。 加强贫困、离

异、单亲、重组等特殊家庭以及大龄学生等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

有针对性地做好健康教育。建立家校联合机制，畅通班主任、家长

沟通渠道，双向交流，及时掌握学生心理状态。充分发挥学生朋辈

作用，在危机发生之前上报班主任，利于采取心理辅导措施，避免

危机的发生。 

（三）发挥高职院校教育资源开设特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优

化课堂教学方法 

依据专业特点、学生个性，针对性地开发、设计符合学情特点、

专业特征的特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课程开设贯穿于学生校内学习

始终，即大一至大三均开设该门课程。心理健康教师应加大课程改

革力度，教学设计体现学生主体地位，采用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

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翻转课堂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

学生灌输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同时，更要注重教授学生解决普遍

存在的心理问题技巧。重视心理测试工作，根据不同的年级灵活设

定测试内容，因材施教开展教学。例如，大一时开展学生入学适应、

专业学习适应和人际关系适应的相关教学，大二时开展意志、品质

以及价值观塑造等教学，大三时开展择业就业压力疏导等培训。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穿插教学内容，比如校园内部分大学生存

在吸烟的问题，在课前将“大学生吸烟”主题的学习内容共享到教

学平台，学生自主学习相关内容，并完成课前作业。课中设置了抽

烟利与弊的探讨，学生普遍表达自己的观点，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

如提神、无聊等，学生在表达观点时对自身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四、结语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职教学教育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针对

存在的学校缺乏重视、师资力量薄弱、学生缺乏心理咨询意识等问

题，高职院校需提高重视程度，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心理健康工作机制等措施，促进高职大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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