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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角下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探析
赵雪梅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 要】：现代高职教育活动中，高等职业人才所面临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压力、学习压力、情感压力等压力不断

增加，导致部分高职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在立德树人视角下，高职院校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帮助高职学

生摆脱消极的心理状态的同时，能够使高职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提升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的有效性。本文结合

立德树人的有关概念展开论述，探讨高职院校在立德树人视角下开展心理育人工作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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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育人理念下，高校的育人体系必须向着科学育

人、全面育人的方向过渡，以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为最终的教

育目标。配合立德树人思想开展心理育人工作，在把握本土

高职教育活动的基本育人要求的同时，能够将心理育人、立

德树人两大概念结合起来，结合高校所掌握的资源对学生开

展全方位的教育引导。立德树人背景下，心理育人工作以“润

物无声”的方式开展，对于学生的影响是隐性的、长远的，

更有利于学生解读心理育人工作的内涵。

1 高职院校开展心理育人工作的必要性分析

1.1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带动学生全面发展

高职院校以职业教育、技能教育为培育人才的主要手

段，重视社会岗位的人才需求，强调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

新时代下，这样片面的育人模式必将无法适应教育活动的有

关要求：在行动上、心理上、思想上同步对学生落实教育工

作，高职人才才能成长为被社会接受、被国家需要的新时代

人才。在高职院校中构建科学、成熟的心理育人工作体系，

不仅能够体现高职院校特有的人文关怀，更能够加强对高职

学生的指导教育：帮助学生正确应对挫折、焦虑等消极情绪，

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意识，从而培养学生应对心理状态变化

的必要技能。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教育者应当深刻

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只有在自己整个教育生涯中不

断地研究学生的心理，加深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才能够成为

教育工作的真正的能手”，关注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心理

活动特点，适当干预并引导高职学生，才能为学生的健康成

长创造有利条件[1]。

1.2 重视学生心理健康，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高职学生面临着更大的心理健康压力：一方面，这些压

力来自于社会舆论，“能力不足只能上高职”的社会偏见依

旧存在，高职学生对于自身的定位、价值存在较为明显的自

卑心理，在未来的从业、就业活动中，妄自菲薄、不敢竞争

等问题极为常见，高职学生的健康成长受到了影响。另一方

面，部分压力来自于从业、就业这一“难题”，高职学生没

有建立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对未来的择业、就业缺乏目标，

导致学生只能漫无目的进入到社会岗位当中，从而形成自我

否定、焦急等消极心理意识。重视心理健康育人工作，能够

对高职学生成长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除帮助学生掌握心理

健康的基本标准之外，更能够使学生对调节情绪、调节心理

健康状态的方法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使当前的教学活动在

高职学生的未来成长中也能够发挥作用[2]。重视学生内在心

理意识的变化，用科学的心理育人工作机制影响高职学生的

未来发展，将带动高职学生健康成长。

2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开展策

略

2.1立足立德树人，心理育人顺其自然

以往的高职院校心理育人活动中，心理育人工作的有效

性较低，其只能针对在校学生发挥出心理健康教育功能，在

学生离开学校之后，便无法对学生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延

长心理健康教育的服务价值，用当前的心理育人工作影响到

学生的未来发展，这样的教学模式才是有意义的。立德树人

思想以“建立品德，树立人格”为出发点，在回答了“为谁

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根本

性问题的同时，要求教育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以立德树

人思想为参考开展高职院校的心理育人活动，要努力融合立

德树人与心理育人工作模式，加快二者的融合速度，提高育

人质量。

在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院校要做好心理育人工作体系

的开发工作，建立更为成熟的心理育人服务模式。除配备必

要的心理咨询室、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之外，更要加强学生与

心理育人工作之间的联系，以立德树人为基石，建立育人、

育德的教育新模式。以高职新生的心理教育工作为例，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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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学生可能会产生焦躁、自我否定甚至于自我放弃等消

极思想，缺乏参与相关教学活动的热情，对自身的价值缺乏

认识。立德树人背景下，要通过“德育”理念来帮助学生调

整心态。如借助名人故事开展心理疏导活动：廉颇老迈尚且

能提弓上马保家卫国，司马迁遭受宫刑依旧创作了《史记》

这传世名篇。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与责任感[3]，让学生形成“年

轻能够创造无限可能”的信念。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院校

心理育人工作不一定要在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上展开，以一种

自然、隐性的方式对学生发起心理疏导，更有利于改变高职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2.2 解读立德树人，学生开展心理育人

高职院校一直将心理育人工作的主导权掌握在学校、教

师的手中，将高职学生视为“受教育群体”来看待。这种心

理育人工作模式忽视了高职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成长性、自主

性特点，盲目的“灌输式教育”，反而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在立德树人理念下，要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

为目标，借助树立远大志向、培养高尚人格来改变高职学生

的学习态度，使其形成拼搏、进取、竞争的勇气，进而消除

其存在的消极心理意识。围绕着立德树人的有关概念，可将

心理育人的主导权转交给学生，用学生去影响学生，改变高

职心理育人工作的教育模式。

高职院校可帮助学生成立心理疏导小组，负责本校的心

理育人工作，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培养小组成员的责

任感与奉献意识。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心理疏导小组中的成

员热情、开朗、博学，能够进入到这个小组当中，本身就是

对个人心理活动状态的一种认可。发挥出榜样的力量，能够

使学生见贤思齐，并依靠小群体逐步影响到其他高职学生。

心理疏导小组要帮助教师完成对高职学生的心理疏导任务，

通过多种手段加强与高职学生之间的联系。如较为常见的

“心理健康调查”，如果由教师发起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活动，

则高职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让学生来完成相关任务，则能

够借助高职学生感兴趣的平台落实心理健康调查工作，并围

绕不同的话题、经历展开讨论活动，如学校论坛中“一瞬间

的挫败感”的讨论，官方推文中“如何调节情绪”的讨论，

这样的心理育人工作模式下，能够让高职学生去影响学生，

缩短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心理育人工作更加深入人心，并

培养心理疏导小组成员的责任感与成就感，在立德树人背景

下，深化心理育人工作。

2.3 践行立德树人，拓展心理育人范围

在立德树人背景下，针对高职学生开展的心理育人工作

不能停留在“理论授课”的肤浅层次，要激发学生对于心理

育人工作的认同感，促使学生主动沿着心理育人工作的有关

要求成长，这样的育人模式才是有意义的[4]。高职院校与教

师要构建良好的联动关系，在完成心理育人工作的有关任务

的同时，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对学生开展全方位、综合化

的指导教育，改变当代高职学生的成长轨迹。用立德树人，

培养学生远大的志向，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为学生的成长

提供更多的支持。

立德树人的有关要求下，高职院校可尝试借助综合实践

活动来对高职学生开展心理育人工作，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

康知识，落实心理育人工作。以高职学生的挫败感教育为例，

在职业技能训练、技能实操实习等活动当中，高职学生可能

会遇到技能应用不到位、技能不熟练等问题，从而形成否定

自身能力与个人价值的消极心理。配合“立德树人”，可从

理论、实操两个角度入手，培养学生的信心，摆脱消极心理

对于学生的影响。一方面，从理论层面继续深化专业教学，

解决专业知识掌握不牢固、学习能力不扎实等问题，找准问

题来源，培养学生的信心、耐心，使其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

状态。另一方面，继续提升实操难度，如精准零件的维护、

复杂机械工程图的绘制等，让学生不断进行挑战，锻炼学生

的职业技能。将立德树人理念、职业技能教育与心理育人工

作三大模块结合起来，能够逐步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其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的挑战。高职院校与教师要打破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专职专业”的格局，在立德树人下，从

每一个细节、教学板块当中融入心理健康知识，改变心理健

康教育的整体格局。

2.4融合立德树人，重新规划心理育人

让学生展现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时了解学生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能针对学生的思想表现落实心理育

人工作，改变学生对于心理育人工作的态度。在高职心理育

人活动中，高职院校要结合立德树人的要求，建立多角度的

心理育人工作机制：不仅要在职业技能教育、理论教育中传

达立德树人的有关概念，更要配合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活动

来实现心理育人的教育目标。新时期下，立德树人能够从各

个角度渗透到育人工作当中，并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成长产

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针对立德树人能够从多个角度落实、并对学生的长期发

展产生正面影响的教育特点，高职院校可尝试组建“心理阅

览室”，配合立德树人改变心理育人工作模式：以自主、互

动、自省为出发点，让学生在进入到心理阅览室当中学习之

后，对自身的能力、行为进行纠正。高职院校可在心理阅览

室当中准备各种心理健康故事、心理健康理论，对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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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育[5]。如著名的“破窗理论”：当教堂上的窗户都是

完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去破坏它，一旦教堂的玻璃上出

现了一个洞，整片玻璃将在短时间内被路人破坏得千疮百

孔。这一理念，实际上是在教育学生要纠正自己消极的心理

意识，正确看待生活中的波折。对于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心

理健康故事，也可以在心理阅览室中进行分享，培养学生平

和的心态，促使其形成稳定的情绪。立德树人下，对学生的

指导教育依靠高职教师与学生的共同配合来完成，教师引出

教育要求，对学生的行为、思想进行管理，学生配合教师，

主动纠正自身的行为。在立德树人的推动下，在高职心理育

人工作中也可以借助这一思想对学生进行教育：要求学生承

担起自主教育、主动改变的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心理上

的变化是隐性的，对于一些错误的心理健康理论，学生并不

能进行辨识，高职教师要做好材料的筛选工作，并定期对高

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调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结语：

立德树人的引导下，要将高职院校心理育人工作与现代

教育理论结合起来，高职教师不必拘泥于“如何结合立德树

人与心理育人”的固有命题当中，而是要抓住立德树人的教

育特点，以清晰的目标、明确的行动开展心理育人工作：不

仅要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指导，更要将育人活动转移到日常

授课、教育的各个环节当中，提高学生接触心理育人工作的

频率。思想上教育学生，理论上引导学生，围绕心理育人工

作的灵活性特点，构建心理育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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