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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精准扶贫视域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究 
◆张  波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0） 

 
1.背景 
2013 年 11 月，习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2014

年 1 月，国家详细制定了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
准扶贫”思想落地。推行精准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扶贫先扶志，扶志办教
育”，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是精准扶贫、摆脱贫困代际传递
的治本之策。高职教育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方式，这不
仅要求高职院校向贫困大学生传递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心
理扶贫”，因为贫困人口的心理贫困将影响其摆脱贫困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扶贫先扶志”，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
该帮助贫困学生培养自信、自立、自强等优秀品质，确保贫困家
庭学生实现“精准就业”，达到“一人长期就业，全家稳定脱贫”
的目标。 

2.现状剖析 
虽然，近年来，各高校普遍实施“奖、贷、助、勤、补”五

位一体联动助学政策，兑现了国家的“不让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
失学”的承诺，但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神贫困”、“心理贫
困”现象依然存在，“扶志”和“扶智”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2.1 自卑心理 
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或者自己的环

境不如别人的自卑观念为核心的潜意识欲望和情感组成的一种
复杂心理。自卑心理的存在会使个人对自己能力和品质评价很
低，即自我认同感低。绝大多数的高职学生是因为不能顺利进入
大学，迫于无奈选择就读高职院校，由于高职院校的特殊性，作
为高职学生本身的社会认同感普遍偏低。而高职贫困生由于家庭
经济困难，常常为日常的生活花销发愁，甚至陷入窘迫的境地，
使得他们从心里就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在加上成长环境条件等限
制，高职学生大多没有特长，在追求多元化发展的高职教育中显
得无所适从。社会认同感和个人认同感的偏低，导致高职贫困生
产生自卑心理。 

2.2 敏感心理 
敏感心理表现为容易对外在和内在的刺激产生强烈的反应，

过度在意细节性感受和改变，并将之无限扩大化。一部分高职贫
困生自尊心极强，将贫困看成是一种耻辱，自我认识不到位，将
自己放在低人一等的位置。另外，在校学业和就业竞争激烈，因
经济问题导致价值观念改变，一些高职贫困生在人际交往中变得
敏感、多疑。由于心理极度敏感、多疑，中职贫困生容易将人际
交往中的小误会扩大化；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容易将同
学之间讨论的话题与自己联系起来，猜疑别人。久而久之，因为
过分敏感，他们开始自我孤立，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使
得人际关系紧张化，并承受着精神上的困扰和折磨。 

2.3 焦虑心理 
焦虑心理是个人主观上预料将会有某种不良后果产生或者

某种模糊威胁可能出现时的一种不安情绪。高职贫困生的焦虑心
理主要是由于经济困难及现实社会其他压力引起的，或者是对能
否顺利完成学业的担忧，或者是一种自我无力应付的不安，或者
是对未来人生危机的一种害怕、恐惧之感。高职贫困生非常清楚
的知道，顺利完成高职教育的学业，学到一技之长是他们将来生
活的根本，所以大多数高职贫困生都会奋发图强。然而，由于本
身文化基础偏差，再加上经济窘迫，使得他们常常为学习、家庭
经济状况感到焦虑。除此之外，完成高职学业意味着就业，激烈
的就业压力给高职贫困生带来了巨大思想压力，使他们经常处于
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 

2.4 虚荣心理  
虚荣心是一种被扭曲的自尊心，是人们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

普遍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一些高职贫困生
不能正确看待贫困，认为自己被人看不起，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不顾自己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使用各种手段粉饰贫困。虽然他
们表面追求面子，实际内心空虚。表面的虚荣与他们内心的空虚
不断抗争，伪装不贫困前，被自己不如意的生活现状困扰；伪装
不贫困后，却又出于害怕真相败露的恐慌状态。长期处于这种矛
盾心理中，高职贫困生将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不利于他

们身心健康发展。 
3.高职贫困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社会原因 
从社会层面上看，首先，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偏低，社会大

众对高职学生的偏见导致高职学生的社会认同感低，学历出身打
击了他们的自信心，高职贫困生作为弱势群体深受其扰；其次，
拜金主义这种不良社会风气日益盛行，导致现今社会价值观在一
定程度上产生扭曲，使得经济拮据的高职贫困生难以融入社会交
往中；最后，激烈的就业压力让高职贫困生举步维艰。 

3.2 学校原因 
从学校层面分析，高职院校中每一个学生的家庭和经济条件

都有很大的差别，竞争激烈，人际关系更为复杂，不利于处于弱
势的高职贫困生； 

3.3 家庭原因 
从家庭角度分析，首先，家庭经济贫困是造成高职贫困生“心

理贫困”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其次，高职贫困生的家长因忙
于生计，基本没有时间用心观察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变化。 

4.实践探索 
在新形势下，对高职贫困生的心理扶贫，一方面要充分认识

贫困生身心发展特点，根据他们的成长环境和自身情况，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针对性地解决他们因贫困带来的心理问题；另一方
面，将心理扶贫融入经济帮扶中，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潜移默化
地影响贫困生身心健康发展。 

4.1 建立四级心理帮扶系统 
高职院校应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辅导员、班主任-

班级心理委员-宿舍舍长”四级网络的心理帮扶和教育预警机制。 
第一级心理帮扶从学校层面开展。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者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心理普查，建立心理档案，通过心理健康知
识宣传，个案咨询、团体辅导等方式为贫困高职生提供有针对性
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第二级心理帮扶系统由学院辅导员及班
主任组成，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掌握贫困生日常的学习生活
及心理状态，做到及时辅导和上报。第三级心理帮扶系统由班级
心理委员组成，他们协助班主任在班级中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传
并及时了解班级同学特别是贫困生的心理状态，可以在第一时间
将问题反馈给班主任及辅导员。第四级心理帮扶系统由宿舍舍长
组成，作为底层心理帮扶工作者，可以了解贫困同学在生活中的
真实状态，并及时反馈给班主任。 

4.2 心理帮助与经济帮扶相结合 
目前，高校的资助体系偏重以资金、物质等保障性帮助为主，

但是忽略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这样就容易使
贫困生产生自卑、懒惰、依赖等不良心理问题。高校应该转变资
助理念，在进行经济帮扶的同时注重贫困生的专业技能及综合素
质的培养，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其中。 

4.3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对贫困生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加强校园文

化建设，全面提高和发展高职贫困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通过职
校三年的教育，成为自信、自强、自立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接班人，
做到真正意义的帮扶。 

总之，高职院校以精准扶贫战略为抓手，完善高职贫困生心
理健康教育体系，实现高职贫困生的精准心理健康教育，促进高
职贫困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孙敏.高职院校贫困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研究[J].辽

宁高职学报,2016,18(10):75-77. 
[2]邹国振.学校支持体系之构建——以促进贫困大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为中心[J].教育评论,2005(01):32-36. 
[3]曾武祈,谢涛,龚海蓉,白雅萍,林英,郑翠红.中职护理精准

扶贫班 86 例学生的心理状况调查分析[J].福建医药杂
志,2018,40(04):146-148. 

[4]盛莉.高职教育精准扶贫困境与对策研究[J].课程教育研
究,2018(47):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