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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对未来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使得学生的压力不比成人少。中职生本就考试失利，想靠着一门手

艺进入社会，但是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影响，导致学生的心理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国家需要的是全方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心理健康也是包

含在内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本文从"根据学生平时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学生情况实施分层教育""消除

学生顾虑健全服务体系"分析了心理健康教育在中职中的教学措施。 

[关键词] 心理健康；健康教学；中职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心理问题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在生命中心理是否健康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中职生学习成绩差，来自父母、教师、社会的压力过

大，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作为素质教育背景下的一名合格的教师，为

国家培养全方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了教学的根本。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采用合理科学的教学

方法进行心理辅导。以下是几种教学措施，希望能够保证学生的心理健

康。 

1 根据学生平时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职生多多少少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因此，

在进行心理健康教学的时候，教师要对学生平常的情况有所了解，从而

判定学生的心理问题属于什么类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纠正、

解决，帮助学生强化心理健康意识。 

例如在生活中有些学生过于自大，做什么事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这

些学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的，不过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团体性活动

进行纠正。比如教师可以组织这些学生参与篮球、足球等团体性活动，

在活动过程中，学生会逐渐感受到团体的重要性，明白团体的力量有多

么强大，从而树立起团体意识。有的学生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成，总是

半途而废，教师就可以开展有关"坚持"的主题班会，让学生进行交流沟

通，可以讲自己的经验，也可以互夸，逐渐培养学生的毅力和信心。除

此之外，教师还要重视家庭的作用，让家长明白家庭对学生心理的影响，

从而积极的参与教学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定期开展家长会，让学生和家

长交流沟通，然后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为学生的身心健康贡献力量，

让学生快乐的成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心理健康

意识，比如教师可以利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将乐观积极的心

态树立起来，让学生敢于面前困难、解决困难，还要利用心理启发增强

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让学生敢于面对挫折。教师要给予学生一定的鼓

励，帮助学生树立自信，调整学生的心态，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并有

所收获。 

2 根据学生情况实施分层教育 

新课改要求要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情况、能力培养情况。还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发展。根据调查表明，

中职生的心理问题要早于这个时期。所以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教师就应

该对学生的心理情况有一定的调查，一来可以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二

来可以具有针对性的实施分层教育。通过长时间的调查追踪，让学生逐

渐掌握调节情绪的方法。教师在中职入读后可以开设心理卫生保健课，

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正确的认识自我，学会自我激励、自我调控；然后在

下一年级教师可以主要关注学生的人际交往和专业学习心理教育，将学

生的心扉打开，破除交往障碍，学会处理异性关系，交更多的好朋友。 

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观看书籍《性别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

在三年级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重心放在职业角色教育上，因为一毕业

学生就会进入社会。此时的学生存在一定的心理焦虑和心理危机，教师

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心态。根据自身情况，将自己的位置摆正，以正

确的期望值去择业。教师在心理教学的时候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心理承受

能力，保证学生的心理呈现健康状态，拥有健康的人格。 

3 消除学生顾虑健全服务体系 

学生在发现自己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时候是焦虑的，教师在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环境、学生是否配合、怎

么让已经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消除顾虑……首先，教师要将心理教育系

统化， 简单的就是建立心理咨询室，心理教师帮助学生排忧解惑，矫

治心理问题。 

在心理咨询室的布置上教师一定要用心，要让学生一进门就感觉到

家的温暖，愿意与教师诉说自己的烦恼……教师也要遵循咨询原则，在

学生诉说的时候要注意力集中，要做好保密措施，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

疏导和干预，还要做好详细记录。其次，教师要准备好心理信箱和电子

信箱。因为学生的性格不一样，外向的学生敢大胆走进心理咨询室，内

向的学生很难踏出这一步。有了心理信箱和电子信箱，内向的学生的心

理健康也有了保障。 

4 结语 

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部门没有提出要求，但是作为学生成长

路上的引路人，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问题。教师要转

变观念，不要将心理问题当做什么不可治的大问题，也不要忽视心理问

题的存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培养起学生的心理健

康意识，让学生乐观的去看待心理问题，看待生活中的难题，遇到焦虑

不安的时候学会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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