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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逐渐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使得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社会意义越来越突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素质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等都与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息息相关，但不可否认高职院校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仍面临着若干问题。

本文探究了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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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public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state, which mak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quality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system is inseparable from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till face some problems in carrying out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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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体制改革及高职院校扩招政策影响下，高职院校

大学生生源多元化，学生素质能力参齐不齐。过于注重对学

生技术应用水平的训练，忽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得高

职大学生更加得脆弱和敏感。高职院校应结合高职大学生的心

理特点和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具有高职特点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 

1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1.1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分析 

受高职扩招政策的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源多元化，在

校生整体素质逐年下降。同时，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心理问题也

更加凸显，呈现出逐渐增多态势。从研究分析，高职大学生心

理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1.1.1存在焦虑、抑郁心理 

从高职大学生入学的心理普查或面谈中了解到，部分高职

大学生存在焦虑和抑郁心理，表示在高中或者中职时已经出现

这些症状，来到大学后普遍表现得不愿意与人交流，不积极参

与活动，性格较为内向、孤僻，严重影响了大学学习和生活。

据了解，这些同学产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大致为：一是家庭结构

不健全，父母离异或单亲家庭抚养；二是亲子关系淡漠，长期

受父母责骂；三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疏忽对孩子管教。基于

这些原因，高职大学生从小学习习惯松散，自我约束能力薄弱，

文化基础相对较差，没能达到父母期望，产生自我怀疑，对未

来焦虑，感觉学习压力大，从而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1.1.2存在自卑、孤独心理 

在心理普查中发现，高职大学生自卑、孤独心理比较常见。

高职学生大部分文化知识基础较差，普遍因高考成绩不理想，

选择进入高职院校。从心态上，通过自我认识觉得自己比普通

本科生学历低，在实际学习中自身约束力较弱，时常否定自己

的学业实力和价值，形成了自卑心理。很多高职大学生高中时

面临着高考的巨大学习压力以及在家长、老师的不断劝说下，

心理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厌学的心态，从而自暴自弃，通过沉迷

网络、游戏寻求解脱。因长时间依赖网络，这部分学生进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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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校后不善交流，喜欢宅在宿舍上网、玩游戏。他们渴望别

人理解自己，但又不会主动与人沟通，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

一旦离开网络，就会感到无所寄托，产生强烈的孤独感。 

1.1.3存在迷茫、失落心理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家庭环境比较优

越，对人生目标比较模糊，容易失去斗志。不少高职大学生对

自己所学专业并不感兴趣，对职业目标和认识也不清楚，没有

学习动机。如果自身不能做好学习和职业规划，对未来就业没

有清晰的方向，就很容易产生迷茫的心理。另外，很多高职大

学生在选择学校或者专业时没有了解清楚具体学校概况和具体

培养目标，进入大学后才发现所读学校、专业和自己想象的相

差甚远。这种高期望和现实情况的不匹配，容易让他们对未来

失去信心。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心态，面对现实，就很容易产生

失落的心理。 

1.2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分析 

1.2.1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建设不完善 

现阶段，许多高职院校基本已经形成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

制，但还不够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单是学院心理咨询中

心的工作，应纳入学院学生工作的总体规划。高职院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制度不健全，未能打通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

全育人”的心理育人模式。高职院校学院领导大多重视专业建

设、实训建设，而轻人文素养培养，培养目标多以就业为导向，

以是否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为评价标准，而忽略了培

养学生的心理素质。随着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爆发，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愈来愈受到学院领导的重视。但在具体的机构设

置、制度建设、经费投入等各方面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因制

度建设方面的不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很多只是流于表面形

式，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1.2.2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方式单一 

现阶段，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方式单一。许多

高职院校将“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或者选修

课进行课堂讲授，课程教学方式单一，教学理念比较陈旧，多

为传统教学，学生主动参与性差，体验性差，这就导致心理健

康课程教学效果不太理想，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其

自身的心理素质。除了课堂教学外，部分高职院校通过一些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作为实践课程丰富教学形式，但组织形式比较

单一，受众面不太广，没能真正做到体验式学习，针对性不强，

难以满足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实际需求。 

1.2.3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师资力量薄弱 

现阶段，一些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师资队伍

并不专业，教师主要由学校辅导员、班主任或部分思政教师兼

任，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多由辅导员或思政教师

担任，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此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理

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老师担任，特别是由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

承担主要工作，但部分高职院校没有重视或者给兼职教师提供

专业心理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机会较少，导致其业务能力提升不

足。学院虽有推荐部分教师参加省内专业培训，但培训学时少，

培训人次少，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总体较为薄弱。 

1.2.4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社团组织建设不完善 

许多高职院校除重视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主渠

道功能之外，还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社团组织功能的发挥。通过

社团组织，开展一些丰富多彩且具有意义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如心理情景剧比赛、心理素质拓展比赛、心理演讲比赛、心理

漫画等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培养学生心理适应能力、沟

通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心理适应能力，提高学生的心理

抗挫能力，增强自信心，开发学生潜能。但部分高职院校社团

组织建设不够完善，除了在一些活动组织功能的发挥外，没能

更好发挥社团组织在团体心理辅导、心理知识宣传、学生心理

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中的作用。高职院校应更加重视社团组织

建设，以发挥协会组织者的自身教学、管理、咨询服务的功能。 

2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对策 

2.1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 

规章制度建设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化的保障基础，是

推动规范化发展的有力因素。一是建议国家层面能尽快出台相

关的法律政策，在制度层面上给予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保障。二是高职院校主管层面应当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关注度，形成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

位一体”的心理建康工作格局，成立领导小组，组织专班会议，

汇报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

研判。三是发挥“三全育人”机制，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贯穿

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创设心理健康教育所需要的物质环境、

人际环境、心理环境，以进一步提高教师对心理教学各项实际

工作的理解度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确保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四是高职院校应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

制、预防和干预机制，使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老师能有章

可循，保证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 

2.2提升教学效果，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建设 

大学生心理课是目前高职学校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

重点课程，但教学方法较单一，无法适应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

需要。从加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心理课堂建设上看，发展高职

学校心理课程建设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配足配齐心理

学科授课老师，避免教师大班集中教学，无法更好开展教学互

动，做到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影响教学效果。另外，对心理健

康授课教师进行心理课程授课的专业指导。二是课程授课形式

除了重视课堂的理论性教学外，同时要重视户外的心理素拓体

验性教学，建设校内外心理健康素质拓展基地。有的高职院校

就专门设置了“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拓展课程，通过这些心

理素拓体验性的户外活动，学生对沟通合作、人际交往有更深

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这些体验性活动能培养同学们的自信心

和抗挫能力，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从而提高心理素质

能力。三是拓宽教学渠道，通过网络开展线上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比如建设心理健康网络课程平台，通过心理健康微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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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直播课等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2.3优化师资队伍，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建设 

提升普通高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水平，教师团队建

设是关键。通过师资培养、访学、出境留学等方式，强化对基

础知识、专业技能培训、个案剖析与实战训练等内容的训练，

以提高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老师的基础理论水平、专业能力

和实操技能。一是要提高老师的专业性。心理课教师原则上要

求由具备心理学专业背景或相应的学科背景并且取得心理方面

合格证书的老师从事，将心理课的教学效果纳入到教师的教学

考核中，督促教师上好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必修课。二是加强

心理健康教育的教研活动与课程研究。利用教师集中研讨、备

课等教学活动方式，从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入手，

确定学校心理教学的重点、难点，并掌握科学合理的育人方式，

以提升学校心理教学的整体品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申报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方面的课题，研究新问题，寻求新对策，提升

工作质量。三是用好辅导员、班主任这两支队伍。加大学校对

教育辅导员和班主任教师的培养十分紧迫与关键，特别是辅导

员，尤其是直接担任心理社团组织指导教师的辅导员，给他们

提供外出培训和外出访学交流的机会，学习一些心理危机预防

和干预知识、心理咨询技巧等,以便更好应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 

2.4提升育人功能，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社团组织作用 

依据《高等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导纲要》有关精

神，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积极帮助学生组建身心

健康学校教育协会，主动举办身心健康学校教育社会活动，增

强学生心理健康意识，提高心理调控能力，主动进行心理帮扶

互助。加强高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社团组织建设，可从

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进一步细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社团组织

的职责，成立专门职能的心理社团组织。比如心理健康教育协

会，针对心理健康的教育、宣传及服务功能；成立阳光素质拓

展协会，针对心理素质拓展体验式教学、训练的需求。二是落

实心理健康教育社团组织的责任指导教师、办公室、经费的配

备要求，每个社团组织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在各学生宿舍区及

二级学院设有学生谈心室，发挥朋辈心理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

咨询中的作用。三是通过面向学生社团组织中的学生干事、心

理委员、心理信息联络员等进行专门的心理教学方面的专业知

识培训，以提升学生协助进行心理教学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水准。 

3 结语 

本文主要以剖析我国高职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为切入点，通

过剖析可以看出，我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存在着工

作机制不健全、教学课程方式单一、师资力量薄弱、社团组织

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健全制度建设、改进课程构建、加强

队伍构建、强化社团组织作用等，不断完善高职学校大学生心

理教育工作，以培育学生健康的社会人格，满足高职院校大学

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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