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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教改制度的全面推行，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重视学生的素质化教育水平。而现阶段高职院校学生

相较于普通大学生来说，在专业培养方面更偏向于实践化教学，力求学生能够快速对接社会工作。这对学

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水平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处理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是当前高职院校教育工作

开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探究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并提出对应的教育对策，希望能够通过

分析学生心理影响因素并做到优化，从而塑造高职院校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保障学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高职院校；心理问题；教育管理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社会教育也逐渐由高

等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而高职院校大学生正是衔接高
等教育与中职中专教育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现阶段我国
社会实践型人才的缺乏，使得高职院校学生的培养重视度
越来越高，只有专业水平高、心理素质强的高职院校大学
生才能够应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保障他们的发展前
景。而在整个过程中心理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因心理矛盾、
心理问题的产生，导致高职院校大学生发展受阻，可能会
对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后就业对接相关工作产生非常大的
影响。所以，现阶段切实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是非常重要的。 

1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教育重要性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我国各行业的高速发
展，从而使我国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生活愈加的丰富多
彩。但是高职院校学生在学习、生活以及交流过程中，通
常会因为各种各样因素产生，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而现
阶段心理问题作为影响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学生
的心理素质、个人能力以及学习成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所以，只有强化高职院校心理素质教育，提升学生心
理水平，才能够让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处事不惊，学会以平
稳健康的心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保障个人能力
的有效发挥，快速解决问题，让高职院校大学生在人才竞
争中改变弱势地位，降低环境压力与内心矛盾的冲突，从
而推动高职院校学生发展。 

2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要想解决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与抗压能力，必须充分了解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
原因。本文通过从不同方面讨论高职院校常见心理问题产
生因素，从而为下一阶段优化教学管理起到一定的作用。 

2.1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作为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过程中影响最大的

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现阶段社会对于高职院校学生的不认
可。社会人群认为高职院校都是一群考不上大学的失败
者，这使得在当前充满竞争环境的经济体制下，高职院校
学生在入学时就已经知道了毕业之后，相较于普通高等院
校的学生在就业方面的竞争力较低，环境也更严峻。这使
得高职院校学生在进入学院时就已经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就业压力，导致学生心理问题的产生，认为自己进入高职
院校后，毫无发展希望。在高职院校本身就处于一个较为
混乱的管理环境下，学生更易受到物质诱惑以及不良风气
的影响，让学生的自制力和自控力不断下降、不愿学习、
自我放弃，进而产生自卑感，对学生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冲
击。 

2.2  学校因素 
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相较于普通高等院校而言，拥有

较大的差距，不仅师资力量较为缺失，同时也缺乏足够的
教育资金，对高职院校在高职院校学生学习以及生活中都
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对培养学生的人格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然而，现在大多数高职院校相关工作人员功利心太
强，为了满足国家相关高职院校学生的毕业要求，只在教
育过程中重视学生的智力教育、技能教育以及实践教育，
对于学生的个人发展以及心理素质的塑造都未投入相应
的教学资源。导致学生在高职院校教育过程中，因学校教
育计划与社会课题的衔接不足，致使学生的就业观无法跟
上人才市场的变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观察到市场变
化与学校教育不符而产生相应的疑惑，从而降低学习效
果，偏离正确的学习方向。 

2.3  家庭因素 
现阶段父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给学生带

来了非常大的学习压力，导致部分学生在高考失败。而高
考失败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会因为无法达到父母的
要求，或父母心理预期未得到回应而造成自身心理问题产
生。部分家长在教育过程中受传统教育思想影响，对孩子
采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手段，这使得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会因
父母情绪的影响，造成心理状况不平稳，出现敏感多疑、
自卑易怒、抑郁焦虑等不良品质，而父母在面对这种情况
出现时仍采取传统教育方法进行教育，会使得教育恶循环
的产生。使学生的心理进一步脆弱，从而导致学生在高职
院校学习过程中走上错误的道路。 

3  高职院院校学生常见心理问题 

高职院校学生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各
样因素的出现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本文通过对问题内容
进行分析，讨论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
些？从而为下文心理问题优化管理方案的制定打下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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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学生学习心理问题 
高职学院的学生相较于普通高等院校学生而言，整体

学习能力有所欠缺，学习积极性也比较差。在学习方面会
因为学习成绩、学习方法、学习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造成
各种心理问题产生。具体表现为厌学、自卑、学习目的不
明确、学习道路不清晰、学习积极性不足。而这种情况的
产生，会对学生专业能力和个人素质的培养产生非常大的
影响。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是高职院校学生个人
奋斗目标不明确，在高职院校学习中只求混得毕业文凭，
从而进入社会寻找相应工作。认为学习没有必要，于是自
我放弃、不思进取，每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学习方面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即使一部分好学的学
生也会因为周围其他同学学习积极性下降、学习氛围不浓
厚等因素导致个人的学习激情和热情被浇灭，出现心理焦
虑的情况，造成高职院校学生学习习惯无法养成、学习策
略无法掌握，对某些学科甚至有严重的恐惧心理，致使整
个高职院校学习呈现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 

3.2  人际交往心理问题 
高职院校相较于初中、高中等教学环境，不同学生的

自由度更高，需要在学习生活中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而
现阶段，高校不仅仅作为学习知识和锻炼技能的地方，同
时也是认识新朋友，建立良好关系的年轻人“社区”。不
少大学生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网帮助，在毕业过后进入优
秀企业，实现创新创业。然而，与普通大学生不同，高等
职院校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为不愿交流、不愿开诚布
公，致使社会性交往萎缩，受网络世界的影响，进而封闭
自我，对个人的发展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而这种情况的产
生，会使高职院校学生在公开场合或者是人际交往过程中
出现不愿与人交往或有意回避正常社会交流的状况，使这
部分学生喜欢一个人独处，长期将网络作为依赖，忽视真
实可信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造成高职院校学生严重的人际
交往心理障碍。 

3.3  就业心理问题 
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在进入校园时就已经清楚自己

的社会定位，认为自己在高考中失败是没有出息、没有前
景的人，因而降低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只求每日浑浑噩
噩的过日子。而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就业心理问题
的产生，无论是高职院校学生还是大学生，在经历三到四
年的学习过后都会面临进入社会的问题。而高职院校学生
在这方面会因为本身技能不熟练、知识不足、发展方向不
明确的因素导致就业心理问题的产生，大部分高职院校学
生寄希望于学校或家长帮自己找工作解决就业问题。这种
依赖性心理的产生，会对学生职场的成长以及锻炼产生非
常大的影响，对个人未来的发展以及成长产生不利的影
响。 

4  高职院校心理教育管理措施 

为提升高职院校心理教育水平，保障学生的心理教育
质量，解决学生心理问题。本文简要提出以下几种高职院

校心理教育管理措施，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方法的有效应
用，推动高职院校心理学发展，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4.1  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心理教育关注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素质是由高职院校心理教育资源

的多少所决定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高职院校心理
教师的能力与教育水平非常高，但可能会因为教育资源的
缺失，导致学生心理教育难以发挥其有效性。为提升学校
心理教育重视程度，教师可制作 PPT、教育视频或相关文
章，在学校广播站、电视台、报刊亭等区域进行相关内容
的展示，从而吸引校领导的关注，加强对高职院校学生心
理教育重视。让学校分配给心理教育专业足够的教育资
源，帮助相关教师提升教学质量，保障学生的心理素质教
学成果。而学生也可以通过此方法提升心理教育的关注
度，从而配合好教师相关的心理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升自
己的心理素质，保障自己的心理承受增强，从而更好地面
对学校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4.2  提高相关教师的心理教学水平 
现阶段随着科技的发展，关于心理学方面的教学资料

和教学内容越来越多，现代心理学分支也越来越详细。为
满足现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标准，学校心理
教育教师需要加强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学习，提升自己的心
理学教育水平，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视频查看或书籍查阅
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心理学知识量，或者也可以由学校聘请
专业的心理学教授对学校心理学教师进行教育指导，锻炼
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从而为下一阶段高职院校学
生心理教育质量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4.3  构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 
学生在高职院校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包

括人际关系交流、学习成绩以及家庭困难等方面因素的影
响，都会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而为降低心理问题给学生
带来的影响，学校需要构建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
构。通过聘请专业的心理学医生到机构当中就职，为来前
来咨询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心理问题解决方案或进行心理
疏导，从而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水
平，引导来访学生走出心理困惑。使学生在下一阶段的学
习发展中能够从容的面对各种困难，解决各种问题。 

5  结语 

高职院校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现阶段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流程当中，只有彻底
解决高职院校学生心理，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才能够减少
失范行为的发生。帮助学生正确地看待和认识挫折，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确保学生在之后的就业工作过程中能够
解决各种问题，抓住各种机遇，学会用自己的智慧突破困
难，提升心理承受力，正确地认识自我，达到优化心理综
合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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