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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学生心理问题类型及成因研究 
单艳红 

（江苏省大丰中等专业学校） 

摘要：现阶段，学生心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少学生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产生各种心理问题，不仅会对学生的学

习造成较大的影响，还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其中也包括职业学校的学生。因此，相关职业院校应该加强对学生心理

状况的重视，并对其具体的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了解，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类型进行科学分析，明确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采用合

适的措施帮助学生解决相关心理问题，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使其能够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获得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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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群体，其中的大多数学生在基础教育中经常受到忽视，再加上家庭

环境、学校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学生产生出一定的心理问题，

若是不对其加以疏导，则会加重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而危害到学生

的身心健康。而相关职业院校则要认识到心理问题的危害性，并提

高对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视度，同时还要深入到学生群体，对不同的

心理问题进行全面了解与掌握，对其成因也要进行深入分析，针对

具体成因，采用合适的措施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增强学生的心理

素质，促使学生保持良好的成长状态。 

一、职业学校学生的心理问题类型及成因分析 

（一）厌学心理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对于职业学校中的学生来说，基本都是应试教育中的落榜者，

而且其中一部分学生之所以进入职业学校，主要是父母的决定，而

他们则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来到职业学校进行学习的，这就导

致他们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存在学习无目标、学习信心不足、学习

态度不端正、学习动机较低等多种问题，长时间处在不思进取、混

时度日的状态之中。也有部分学生本身的学习基础相对比较差，经

常受到教师的批评以及同学的歧视，以至于在学习过程中根本无法

获得相应的满足感，在这种情况下，逐渐产生出学习无价值、自己

是差生等不良思想观念。还有一些学生是独生子女，深受父母的宠

爱，并对父母有着比较高的依赖性，经受不住挫折，一旦在学习中

遇到难题就会退缩，从而产生一定的厌学情绪[1]。 

就实际情况来看，学生的厌学心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对学习没

有任何兴趣，将学习当作是一种负担，一学习就痛苦，不愿意参加

正常的学习活动，总是寻找各种理由请假，做出、逃学、旷课等不

良行为，甚至是想缀学。存在厌学心理问题的学生，在刚开始的入

学军训活动中会呈现出良好的行为表现，不过，只要一上课，就会

表现出各种不舒服的状态，课上没有精神、容易打瞌睡，而在课下

就会变得生龙活虎，一看作业就会产生厌烦情绪，长此以往，这些

学生就会觉得自己在学校中就是混日子，但是又不愿意积极主动地

改变现状，最终有些学生则会选择放弃学业[2]。 

（二）情感心理问及其成因分析 

在职业学校中，学生的情感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

情绪稳定性较低，缺乏一定的自控能力，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只

要受到一点点刺激，就会产生比较偏激的情绪或者是做出极端的行

为，很容易冲动，缺乏较高的理智性；其二，一些学生对待各种人

或事，都会呈现出冷漠的状态，对于集体活动也会冷眼旁观，严重

的话，可能会对他人抱有一定的敌意；其三，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

弱，在同学交际、活动竞争、就业竞争等不同方面，若是出现失利

的情况，就容易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出走、打架、寻衅滋事

等等；其四，存在情感压抑问题，在一些情绪体验方面存在消极心

态，宣泄情绪的途径存在问题。很多职校学生若是升学竞争失败，

也会面临比较低的社会评价，一些家长会对学生进行责骂，这样则

会增加学生的心理压力，使其身心俱疲，甚至会出现自我封闭的情

况。另外，若是学生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或者是情绪

宣泄的方式不正常，还会引发出更加严重的情感心理问题[3]。 

情感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通常为，情绪波动相对比较大，一旦

受到刺激，就容易哭泣或者是发怒，经常因为一些小事的影响，就

哭闹或者是摔砸东西，甚至会因为一点小事就与朋友发生激烈的争

吵。而一些情感比较冷漠的学生，通常会在各种事情中置身事外。 

（三）社交心理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有着较大的区别，该学校的学生需要面向

社会，同时也要面对就业问题，这就容易引发学生的焦虑心理，这

也是职业学校学生本身存在的心理问题。在人际关系上，学生也存

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对于职业学校教育而言，其始终坚持面向社会、

市场的这种办学方针及模式，也因此，职校学生需要具备较强的人

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职校的师生

之间缺乏信任感，在初中阶段，学生经常被教师忽视或者是批评，

这就使得其在职业学校中，也会与教师拉开一定的距离，并且会存

在“想与教师亲近，又怕受到冷落”这种心理，若是教师对待学生

的态度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或者是在处理一些问题时，让学生感

到不满意，学生就会产生强烈不满的情绪，甚至会与教师之间产生

对立[4]。 

另外，职业学校中的一些学生与父母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对

于父母的做法不理解，还会抱怨父母，有些则会跟父母敌对，以至

于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不断。此外，在职业学校中，学生存在较强的

“圈子”意识，也就是会出现小团体现象；不少学生渴望与异性之

间接触交往，希望与其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不过，因为情感上的

冲动，再加上学生心理不够成熟，就使得他们很难分清友谊与爱情

之间的界限，以至于很多学生过早追求爱情，这样很容易产生性行

为过错，而且在面对一些正常的性心理现象时，会因为缺乏正确科

学的认知，而产生焦虑不安、羞涩等多种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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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交心理问题而言，其具体表现一般为：容易冲动，争强

好胜，经常打架；在班级内拉帮结伙，注重哥们义气；语言表达能

力比较差，与他人交流沟通相对比较困难，很难清晰的表达出自己

的想法与观点等[5]。 

（四）择业心理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其在择业问题上经常会产生一定的

依赖心理、焦虑心理等，不少学生在选择专业时，看不清自己的真

实条件以及实际需求，以至于选择的专业没有满足心理需求，对所

学专业不够满意，也很难提起相应的学习兴趣，而自己又无法改变

实际状态，从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心态，使其产生不良情绪。在毕

业时，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会担心自己的学历低、专业技能低，因

此找不到工作，这就导致他们寄希望于家长或者是学校，帮助他们

解决相应的就业问题[6]。 

职业学校的学生期待进入社会，寻找工作，但是对社会及相关

工作的了解存在不足，并且很多学生都希望获得一个轻松且收入高

的工作，而其本身又缺少较高的专业能力及综合素养。大部分学生

都将工作设想过于完美，这就使得其在社会上寻找的工作与自己的

设想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使其产生心理落差，以至于在公司企业

中时常出现辞职、跳槽等现象。 

二、职业学校学生心理问题解决的有效措施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职业学校中的学生之所以形成一定的心理问题，既与遗传基

因、家庭教育有着紧密的关系，也与知识的匮乏息息相关。无知会

使人呈现出盲目自大、自卑等行为表现，丰富的知识则会使人自信

大方、聪明智慧，且丰富的知识还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因此，在职业学校中，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还应该加

大对学生的文化教育，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在不同的专业课程教

学中，都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促使学生能够对各种人、各种事予以正确

认识与对待，也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针对不同事物做出合适的应

对行为，使其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充满希望，积极努力寻找自己的人

生价值，为以后的生存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7。 

（二）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职业学校的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引

导，促使学生能够对自己产生正确的认识，而且教师要启发鼓励学

生，对自己进行仔细观察、剖析，立足于客观的角度评价自己，对

于自己身上存在的优缺点予以明确，正确认识自己，并且愿意接纳

不完美的自己，使其能够将以往的自卑、失落等不良心理情绪全部

抛弃，树立较高的自信心，帮助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发挥出自

己的优势，这样也能够使得其他同学看到其自身的闪光点，这样也

有利于学生之间的良好交际。另外，在学生自我认知比较清晰的基

础上，教师也可以帮助学生结合其自身的个人能力、志向、兴趣等

多个方面，树立相应的人生目标，促使学生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8]。 

此外，职业学校也可以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特点，组织学生外

出参与社会实践，也可以邀请优秀的毕业生返回校园，为在校生作

专题报告。通过这些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激发其

对该专业的学习兴趣以及求知欲，而且学校还应该引导学生进行职

业定位，使其认识到自己属于技能型人才，帮助他们明确自己的发

展之路，“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促使学生能够积极

主动的学习，逐步提升自己，能够在社会上获得良好的发展。 

（三）加强疏导，做好心理健康教育 

职业学校若想培养出优秀的专业技能人才，就应该对学生的心

理问题加以重视，而且要专门为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帮助

学生疏导不良的心理情绪，使其学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就

实际情况来看，教师是引发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职业院校的

学生，很多都是因为自身的成绩不好，遭受教师的白眼、批评、讽

刺等，这就导致学生比较敏感[9]。因此，职业学校的教师在教学中，

应该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做伤害学生自尊的行为，不要贬低学生，

严禁对学生进行讽刺挖苦，避免对学生进行硬性管理、体罚等。在

具体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尊重、关心每一位学生，并且要在教学

内容渗入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要加大对学生的表扬与鼓励，帮助

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其逐渐形成乐观向上、积极进入的心理品质。

另外，职业学校的教师也要主动学习专业的心理学知识，提高自身

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并且要对学生的心理变化情况要予以时刻关

注，若是发现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应该及时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

辅导，帮助学生疏解负面的心理情绪，并为其解决在学习生活中的

一些困难。学校也要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

人员，专门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还要联合家长共同为学生营造一

个良好的心理疏导环境，以此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总结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部分，该教育的有效开

展，能够减少学生的心理问题，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职业学校应

该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加大心理健康教育，教授学生心理

疏导、自救的方式方法，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促使学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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