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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的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讨 
◆赵洁兴 

（盈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中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受

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生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才能

使得他们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个人潜能。因此在

实际教学中，学校领导及教师需要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结合

实际，发掘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通过科学有效的方

法，提高学生的心里素质，使得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发展。本文通过对

“互联网+”环境下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展开探究。找出在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学

生的身心理健康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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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规定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我国教育的根本理

念，要求在学生培养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在“互联网+”环境下，中职院校在培养学生的
心理健康的环节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我们要科学运用“互
联网”的环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运用合理、有效的培养方案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推动他们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1.“互联网 +”环境下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现状 
目前互联网+环境下，中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中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
高，导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厌学心理。在互联网+的背
景下，大部分学生沉迷于网络，网络资源越来越丰富，使得学生
容易在上网的过程中误入歧途。同时“上学无用”的思想理念已
经深入到中职学生的思想中，阻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
面，学生的人际交往区域越来越小，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很多学
生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网络聊天上，使得他们缺乏与身边
的同学以及父母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例如，目前大部分中职学生
通过 QQ、微信与微博等平台交流，导致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语言
沟通能力逐渐减弱，甚至受到网络的影响较深，他们出现畸形的
发展状态。第三个方面是学生的情绪问题。由于现在的学生大部
分都是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过度溺爱，导致学生在成长的过程
中过于注重个性，自我意识逐渐提升，他们的情绪控制能力也越
来越 r 若，他们很多时候都以自我为中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心
理承受能力也较弱。 

2.目前我国中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素质整体偏低 
目前我国中职院校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首

先中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中，相关教师的专业素质偏
低。互联网环境下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要根
据实际，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然而由于在教育的过程中受
到资金方面的限制，使得中职院校教师的专业技能性不高。 

2.2 教学模式单一，内容简便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教学内容过于简易。在互联网背景下，中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依然停留在课堂教学中，导致教师在教学中无法结合学生的实际
学习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使得教师的教学质量总体偏低。 

2.3 教学方法不科学 
由于中职院校教师的教育方法不科学，他们没有将心理健康

与实际教学内容相融合，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较大的学习
兴趣，无法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其次。由于学生自身的因素，
导致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
高，没有形成相应的核心价值观念，使得他们的身心健康无法得
到健全。 

3.“互联网 +”环境下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措施 
3.1 中职院校在“互联网+”背景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中职院校需要通过互联网构建相应的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平

台，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的相应技术，积极发

挥学生喜欢上网的优势，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同时要结合实际，依据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现状，运用
“互联网+”不断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通过建设心理健康
教育平台，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让学生通过网络
学习，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手机、计算机等设备，登
录校园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在遇到问题时及时向老师进行提问，
教师也要耐心地向学生进行解答，解决他们的困惑，促进师生之
间的交流，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 

3.2 强化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设 
目前大部分中职院校的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普遍存在缺陷，因

此学校要强化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设。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要将健康教育理念与教学的内容相融合，科学引导学生学会面对
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解决它们。例如在开展语文教学的环
节中教师需要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同时，将人文精神的理念融
入到实际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其次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要将心理健康理念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融合。中职院校的教育
目标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
将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理念适当的融入到生活实践中，在培养学
生心理健康的同时让他们有一种职业的代入感。与此同时要培养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具备知荣辱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在学习
技能的过程中单单掌握书面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把知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的提现个人能力。 

3.3 完善心理咨询室，加强对教师专业技能的培养 
中职院校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开展相应的心

理咨询室。目前由于中职院校在资金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
此在开设心理咨询室需要不断完善其设施。同时，学校要强化教
师队伍总体素质的建设，通过定期培训的方式，使教师能够掌握

新的专业技能，促进他们在今后的教学中可以将更专业的知识
水平教授给学生。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心理发
展状态，应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鼓励和引导，帮助他们
解决心理上的问题。 

4.结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环境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需要

中职院校加强对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不
断提升自我能力，结合实际依据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情况，运用
科学、合理的方法引导学生应对他们的心理问题，并且解决这类
问题，健全他们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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