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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改善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策略
浦自春

溪洛渡职业技术学校　657300

摘　要：从目前中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来看，大多数中职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矫正和治疗的水平，如专题讲座、心

理咨询、个案研究等。在大规模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方面，他们还很落后。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中职学生是祖国建设的未来和希望，关系到我们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学生的心

理健康影响着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影响着学生的发展和前途。因此，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和对策，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也会影响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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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生

了重要的变化。中等职业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一开始只是针

对那些由于心理原因出现心理障碍或自我伤害的学生提供紧

急帮助，开展心理咨询活动，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随后，

心理健康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系统化，面向全体学生，为

全体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人们对心理健康教育提出

了更深入的认识，即预防重于治疗，这也成为了普遍共识。

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以全体学生为对象，对促进学生发展，

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第一，学习问题。中职学生的大部分心理问题都是在学

校产生的，目前阶段，我国的大部分中职学生都是中考成绩

不够理想的学生，这些学生对自己的认可度较低，不愿学习，

并且不能产生更多的信心应对各类问题。加上这些学生的基

础知识较为薄弱，且学习能力较差，导致其在面对完全陌生

的知识领域时，常常感到束手无策。长此以往，中职学生产

生一定的自卑心理，表现为在实际的学习活动中主动性不

高等。

第二，人际关系问题。职业学校的学生大多为住宿生，

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进行独自生活。而中职学生

的年纪较小，并且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在离开了熟悉的生

活环境的情况下，有些学生不能有效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进

入中职学校以后，学生要重新发展人际关系。通常有些学生

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交流困难，和一定的焦虑、社交

恐惧感等。

第三，青春期心理问题。青少年是一个人由儿童向成人

成长的重要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青少年的身体发育较快，

开始出现第二性征，性意识有了初步发展，并且性心理发展

逐渐成熟。伴随着性别意识的逐渐增强，中职学生的青春期

意识开始萌动，男女生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吸引力，容易导

致早恋情况的发生，一旦得不到正确合理的引导，将影响自

己的学业。与此同时，青春期阶段的学生有更多的自我表现

心理，更渴望获得他人的关注，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可

能导致表现为不服从教师的管理等。

二、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

（一）不够成熟

中职学生的年龄大多都在 15 岁和 18 岁之间，这个年龄

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其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且自我中

心观念正在不断发展，但是中职学生由于没有较强的自理能

力，导致其很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在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时，

中职学生容易出现情绪暴躁的情况，甚至与同学发生激烈争

执和冲突。而中职学生由于缺乏生活锻炼，认知水平较低，

加上其社会经验较少，在遇到冲突时，往往把握不住尺度。

如有的同学经常为自己的相貌或身高忧虑，加上传统教育中

心理健康方面教育的缺失，导致其很难克服不良心理的影响。

通常表现为情绪波动较大，身心疲惫，噩梦、失眠等情况。

（二）学业和就业矛盾

学生的天职即为学习，因此，学业对中职学生就业影响

十分显著。而中职学生的基础文化课水平较低，在其正式就

业前，其在中招中遭遇一定的失败。这种失败感对中职学生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职学生

的自我成熟度的发展。很多学生失去参与高考的机会，并失

去了与大学毕业生竞争的机会。以上因素导致部分中职学生

不能带着更高的积极性参与学习。但是，中职阶段的学习成

绩对于中职学生来讲还是十分重要的，其在校期间的学习成

绩直接关系其能否获得奖学金、被评为优秀干部、三好学生

等，并且学校对学生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其额外增加

了更多的学习压力。在面临不同的大小考试时，很多学生因

不能有效克服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而导致考试功亏一篑。尤其

在面对学历歧视、劳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以及社会排挤时，

中职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心灵伤害，由于这些学生没有充分的

心理准备，对未来充满迷茫，导致内心的困惑越来越深。

（三）人际关系不佳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只有在群体生活中才能找到自己

正确的位置。而对于中职学生来讲，在校园生活中与老师和

同学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十分重要。但是，据相关调查显示，

很多中职学生并没有在校园里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很多学

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的苦恼。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

于，中职学生由于其年龄原因，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生活，

并且欠缺社交知识和能力，不能合理处理人际关系，通常因

小事发生冲突。通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与同宿舍的同

学相处时，通常表现为过分戒备、猜忌、不信任等。而在与

老师的关系上，一般表现为压抑和反感。这种情况一般是由

于老师本身缺乏心理学知识储备，教学方式不当，导致师生

关系恶化。在与异性同学的关系上，处于青春期的学生通常

表现为躁动不安等情况，需要教师和家长的合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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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策略

（一）良好的教育环境

学校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最佳场所，也是最主要的场

所，能有效防止中职学生发生心理障碍。因此，学校要创设

良好的环境，让心理健康教育能顺利开展。具体可以围绕学

生在人际交往、生活、学习以及以后的就业等方面的主要心

理矛盾展开，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为其提供相应的

心理健康课程辅导，使其掌握心理调节技术。可以将课程分

为两个部分，即心理卫生与健康理论、实训操作两个部分。

学校教授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能让中职学生提高自我教育

能力，使其能对自己的心理特点有所了解，并有效掌握保持

心理健康的方法。

（二）加强教师心理素质建设

教师不仅应该注重知识的教授，更应注重塑造学生的健

康心理。因此，教师肩负着为学生塑造健全人格的重任。尤

其是中职教师，要不断加强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掌

握基本技能。另外，教师在传递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时，

要引导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心理，并通过建立心理档案，对

学生的心理状况的相关信息进行有效搜集、分析，借助有关

测试，有效分析学生的言行，记录相关数据，保证能及时发

现新情况，从而有效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

（三）健全心理咨询管理体系

在中职学校的心理健康辅导体系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心理健康辅导主要针对的是有心理障碍或有心理困扰的学生，

通过心理诊断和有效干预，有效预防心理疾病。这项工作追

求实效性和科学性，需要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一般通

过构建以下设施完成：心理档案室、心理测量室、心理观察

室、心理会谈室、心理训练室、心理热线以及心理发泄室等。

但实际上，很多中职学校都不具备充足的条件提供以上设施。

另外，学校还应建立心理橱窗，开展课外小组活动、心理教

育广播以及增设相关阅览室等配合心理健康辅导。

（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新生在离家入校后，要在这里适应独立的生活。在这个

重要的转折期，要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都做出新的改变，甚

至要打破以往的习惯，建立新的秩序。因此，很多刚入学的

中职学生往往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环境，使其承受较大的心理

压力，不利于其心理健康成长。心理健康课程的内容一般能

系统地、有目的性地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开设心理活动课可

以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心理训练、心理小品、主题探讨等形

式开展集体心理辅导，以此来预防中职学生的行为和心理障

碍产生偏差，从而对其展开有效引导，使其及时调整状态，

更快地适应中职校园生活，提升自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中职新生能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心理、生理发展规律，同时掌

握调节内心的方法。让青春期阶段的学生从入学开始就了解

相关知识，能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从而提高学习能力，为

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奠定基础。

四、结语

总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是职

业学校的新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越来

越受到重视。因此，为了使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更

多的关注，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我们应该不断探

索科学合理的对策，确保中职学生在学习技能和知识的过程

中能够在身心健康的前提下进行。学校应重视职业教育，为

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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