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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态化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路径——

以南京旅游职业学院为例 
李鑫   许倩倩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211100）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和挑战。本文对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学生心理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学生在交友

情况、自我认知以及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实施路径，包括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服务，增强心理健康意识，促进社交与人际关系的发展，以及利用网络化资源提供远程心理咨询等。这些实施

路径旨在构建一个全面、有效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以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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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几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大影响，其

心理健康状况变得尤为重要。南京旅游职业学院作为一所高职

院校，其学生群体在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过程中展现出不同

的心理应对模式。本文基于对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学生心理状况

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其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需求和挑战，进

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路径，旨在帮助学院更好地实施

心理健康教育并为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和指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覆盖

了三个年级、五个学院及 20 多个专业。调查使用问卷星在线上

进行，共收到有效问卷 1937 人。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级、学

院及心理健康相关问题。 

2 调查结果 

2.1 不同性别间的心理状况分析 

表 1 是学生心理状况的分析结果，每个心理状况指标都被

分为“是”和“否”两个选项，展示了不同性别学生中选择每

个选项的比例。 

表 1  不同性别学生的心理状况分析 

压力感知大(%) 孤独感大(%) 失眠(%) 过度使用手机(%) 注意力困难(%) 记忆力下降(%) 缺乏自律(%) 
性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女 20.94 79.06 21.01 78.99 46.14 53.86 52.75 47.25 51.14 48.86 51.65 48.35 64.73 35.27 

男 23.44 76.56 27.08 72.92 46.01 53.99 49.65 50.35 47.57 52.43 45.49 54.51 56.94 43.06 

由表可以看出，男生在压力感知及孤独感维度上，其选择

是的概率远远高于女生。这反映出男生在建立社交联系和表达

情感方面可能面临更多挑战。然而，在过度使用手机、集中注

意力困难、记忆力下降、缺乏自律四个维度上，女生的占比要

高于男生，这反映出女生在自我管理方面面临更多挑战，或者

可能更愿意承认自律方面的问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

社会文化因素、性别角色期望、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特质等多

种因素有关。 

从需求角度看，女生更希望能够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获得更多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而男生则更希望通过参与社

团活动来丰富课外生活，以缓解压力或提升社交互动。还有部

分学生对专业心理仪器体验表示出兴趣，这可能是对更具体、

更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表现。 

2.2 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状况分析 

表 2 是学生心理状况的分析结果，每个心理状况指标都被

分为“是”和“否”两个选项，展示了不同年级学生中选择每

个选项的比例。 

表 2 不同年级学生心理状况分析 

压力感知大(%) 孤独感大(%) 失眠(%) 过度使用手机(%) 注意力困难(%) 记忆力下降(%) 缺乏自律(%) 
年级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大三 47.06 52.94 41.18 58.82 52.94 47.06 54.90 45.10 64.71 35.29 50.98 49.02 70.59 29.41 

大二 24.10 75.90 22.74 77.26 50.60 49.40 54.19 45.81 47.69 52.31 50.94 49.06 58.80 41.20 

大一 19.60 80.40 22.14 77.86 43.81 56.19 50.65 49.35 50.58 49.42 49.27 50.73 63.72 36.28 

从整体上看，大三学生在各个维度选择是的比例最高，其

次是大二，大一普遍最低。这表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不断下降。这可能与毕业压力、社交和人际关系等

因素有关。大三学生即将毕业、面临未来职业选择和人际关系

变化，这导致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压力和焦虑。 

从需求角度看，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上存

在一定的共性，尤其是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参与社团活动

的需求。另外，接大三学生可能更关注职业规划和应对毕业的

压力，而低年级学生可能更关注适应大学生活和建立社交网络。 

2.3 不同学院学生的心理状况分析 

表 3 是学生心理状况的分析结果，每个心理状况指标都被

分为“是”和“否”两个选项，展示了不同学院学生中选择每

个选项的比例。 

表 3 不同学院学生心理状况分析 

学院 
压力感知

(%)(是) 
孤独感(%)(是) 

失眠情况

(%)(是) 

过度使用手机

(%)(是) 

注意力困难

(%)(是) 

记忆力下降

(%)(是) 
缺乏自律(%)(是)

人文艺术学院 17.65 17.65 42.21 47.03 45.38 42.07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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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外语学院 29.78 26.84 52.21 59.93 55.51 57.72 70.22 

旅游管理学院 24.37 25.45 51.97 56.27 53.41 53.41 64.52 

烹饪与营养学院 19.94 27.91 45.09 50.00 56.14 57.06 69.94 

酒店管理学院 23.28 23.58 45.67 53.73 47.16 50.15 61.79 

调查结果显示旅游外语学院的学生，除注意力困难维度外，

在压力感受、失眠、过度使用手机维度上的比例均最高。烹饪

与营养学院的学生经常感到孤独的比例最高。人文艺术学院的

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比例均最低。这可能与专业性质和课程要

求、未来职业前景、社交和人际互动等因素有关。像如语言学

习通常要求高水平的集中注意力和记忆力，而烹饪与营养学院

的学生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实践操作。 

从需求角度分析，不同学院的学生在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上

存在一定的共性，尤其是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参与社团活

动的需求。同时，不同学院的学生会根据其专业特点和学习环

境有不同的具体需求，如注重实践和应用专业的学生对参与实

践活动或团队合作的机会更感兴趣。 

2.4 交友情况及自我认知与心理健康状态的关系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频数及主题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认

为自己积极乐观、有理想的人的学生通常交友情况也较好，认

为自己不善交际或茫然无目标的学生更倾向于较差的交友情

况。在反馈交友情况较差的学生中，出现轻生念头的频率更高。

另外，大多数认为自己积极乐观、有理想的学生没有轻生念头，

反之认为自己茫然无目标或不善交际的学生更可能存在轻生念

头。这说明社交满意度和自我认知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紧密

相关。良好的社交关系和积极的自我认知可能有助于心理健康，

而社交困难和消极的自我认知可能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2.5 信息获取渠道及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与心理健康状态的

关系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频数及主题分析，得到结果如下：学

生获取心理健康信息的渠道多样，包括媒体和网络、报纸期刊

书本、心理健康课程和专业心理人员，其中媒体和网络的比例

最高，达 88.8%。 

在接受专业力量帮助方面，有些学生反馈接受过心理咨询

老师、社会心理咨询机构或心理医生的帮助，其中心理咨询老

师和心理医生是常见的帮助来源。但 66.03%的学生表示没有接

受过任何专业力量的帮助。综合分析发现那些通过多种渠道获

取心理健康信息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寻求专业的心理健康帮

助，心理健康课程在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 讨论 

3.1 学生心理压力的来源与影响 

多数学生表示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尤其是旅游外语学

院的学生。这可能与学业要求、未来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以

及疫情带来的额外挑战有关。较差的交友情况与孤独感较高的

比例显示出学生在社交方面的需求和挑战。这可能与采用的防

控措施和线上教学模式有关，导致学生缺乏面对面的互动和社

交机会。 

3.2 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与实施 

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需求显著，表明必须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的普及和实施。这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关于情绪管理、

压力缓解等内容。尽管一部分学生已经接触过心理咨询服务，

但仍有很多学生没有利用这些资源。这可能是由于对心理健康

服务的认识不足、可访问性问题或对心理咨询的误解。 

3.3 心理健康与社交网络 

学生的社交满意度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良好

的社交关系可以作为重要的心理支持，而孤独感和社交困难可

能加剧心理问题。另外，增加社团活动和团队合作的机会，不

仅能改善学生的社交满意度，还有助于培养团队协作和沟通技

能，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3.4 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心理健康支持 

不同学院的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和需求上存在差异，这要

求学校提供更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心理健康支持。另外考虑到学

生的不同背景和需求，个人化的干预措施可能更有效，如针对

特定学院或专业的心理健康计划。 

4 建议 

4.1 增强心理健康教育 

（1）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在课程中加入更多关于心理健康

的教育，包括压力管理、情绪调节、人际交往技巧等。 

（2）开展专题讲座和工作坊。定期举办心理健康相关的讲

座和工作坊，邀请专业人士讲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和应对策略。 

4.2 提供专业心理支持服务 

（1）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在校园内设立易于访问的心理咨

询中心，提供专业、保密的心理咨询服务。 

（2）培训教师和辅导员。让教师和辅导员接受心理健康方

面的培训，以便他们能够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并提供初步的支

持和指导。 

4.3 强化社交和社团活动 

（1）鼓励参与社团活动。创建和鼓励各种社团活动，提供

学生展示自我、发展兴趣和社交的平台。 

（2）增加团队合作项目。在课程中增加更多团队合作的机

会，帮助学生建立社交网络，改善交友情况。 

4.4 改善学习环境和减轻压力 

（1）平衡学习压力。平衡课程难度和工作量，避免给学生

造成过大的学术压力。 

（2）压力管理工作坊。定期举办压力管理工作坊，教授学

生有效的压力应对技巧。 

4.5 加强网络心理健康资源 

（1）提供在线资源。建立一个包含心理健康信息的在线平

台，如自助工具、心理健康文章、视频等。 

（2）在线咨询服务。提供在线心理咨询服务，方便学生在

匿名或远程的情况下获得支持。 

作者简介：姓名：李鑫（1991 年 3 月-），性别：女，民族：

汉，籍贯：山东省淄博市，单位：南京旅游职业学院，职称：

讲师，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作者简介：姓名：许倩倩（1991 年 5 月-），性别：女，民

族：汗，籍贯：山西省运城市，单位：南京旅游职业学院，职

称：助理研究员，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心理学 

基金课题（须有编号）：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2022 年度院级

重点课题（2022XJA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