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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职教育中，有很多的学生有各种学习问题，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中职老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指导者。因此，中职教师所面临

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有些中职教师迫于学生和家长的压力，不得不长时间处在压力中，这导致很多教师产生了心理问题。但是，作为教育者，

自身的心理状态往往十分重要。所以，对教师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在现代教育中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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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职教师在工作之初就担任班级中班主任的工作，因为当时年

龄比较年轻，而且经验没有老教师丰富，所以，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就

会出现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往往会伴随这些青年教师很长一段时

间，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 

1 导致中职教师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 

中职教师的心理问题是多方面形成的，这其中，既有学校方面的原

因，也有家长方面的原因，更多地是来自于学生的原因。除了这些外部

的压力，也有很多教师自身所强加的压力。中职教师与普通中学教师有

不同的就职环境，普通中学教师所带的学生，往往有一定的教育基础，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上学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那就是追求更好的学

业成绩，他们在学习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中职教师所带的学生，

往往是不适合学习或者有叛逆心理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会

主动地去接触知识，需要教师进行监督，这对于教师来说既是工作压力

也是心理压力。而家长不了解学生心理，在学生成绩下降时都会寄希望

于教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师的心理压力。同时，很多中职教

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工作有着很高的期待，当学生的教育成果不符

合教师的期待时，年轻的教师就会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这些原因共同

导致了中职教师的巨大工作压力。 

2 解决中职教师心理问题的对策 

中职教师面临着重大的心理压力，在面对这些心理压力时，不仅仅

需要中职教师自己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因为，教师是

学生的指引者，教师心理问题的发生，会导致其在教学工作中的教学心

态不稳定，影响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所以，中职教师的心理问题要及时

加以重视。 

2.1 学校方面加强监管 

学校是老师的又一个家庭，在中职教师的心理问题还没有形成的时

候，学校就应该组织教师定时进行心理测试，组织放松的教学活动引导

教师参与，预防教师心理疾病的出现。当有些教师有轻微的心理压抑症

状时，学校可以组织一些年龄教长的教师对年轻教师进行一对一的心理

辅导，以此减轻年轻教师的心理压力。同时，学校作为家长和教师中间

的沟通桥梁，在教师有明显压力时，可以求助学校，在面对学生家长的

教学要求时，学校要深刻体会教师的心理，在教师和家长之间进行调解，

这样能有效减少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在发现教师有明显的心理压力

时，学校要自觉承担起对教师的治疗和辅导义务，自行聘请心理医生，

在教师工作之余对教师进行心理辅导。同时，在教学考核方面，学校要

尽力做到公平公正，完善奖励和惩罚体系，让教师的付出有公正的待遇。

在工作强度上，学校要充分考虑教师的承受能力，在教师能够接受的基

础上进行教学安排，对教师的工作任务进行合理分配，确保每个教师都

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放松时间。以上是学校应尽的职责，不仅对于教师

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学校的在校学生也有着重大影响。 

2.2 社会方面营造良好环境 

中职教师的压力往往比普通教师要多，因为中职教师所担任的职务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习心理的建设者。在中职学

习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有着叛逆心理，更有一些学生有着很多恶习。在

学校里，他们不仅仅不学习，还要在课堂上睡觉，甚至顶撞教师，在课

下，他们更是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所有的这些恶习，都会对社

会安定和下一代学生素质有很大的影响，都是教师教学工作中需要帮助

其改正的。改变一个学生都需要教师拼尽全力，全班有很多学生，每个

学生都需要教师的关注，这样的工作环境长时间存在，会导致教师产生

压抑心理。但是，学生家长和社会中的压力也因此而来，家长往往对自

家孩子束手无策，将很大一部分的期待寄于教师身上，家长希望教师能

够以专业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以此弥补自己在教育上的缺失。而对

于社会中的人群来说，中职学生的种种劣迹都和教师有很大的关系。现

在教育部门提倡关注中职教师的心理健康，就需要家长和社会中的人们

的支持，给予教师更多的教育空间，为教师的教育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2.3 教师自身的心理建设 

在教师面对外界的压力时，自身心理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面

对来自各界的质疑和压力时，教师要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心理

进行一定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及时排解心

理的不良情绪，在生活中，教师要乐观向上，多参加体育锻炼，在这个

过程中培养健康的身心。在上班时间，教师要处理好和学生同事之间的

关系，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业余时间，教师要培养自己的兴趣，追

求课堂以外的爱好，在工作中有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在课下转移注意力，

保持良好的心态。同时在面对压力时，要学会自我疏导，正确面对工作

中的种种压力，将压力转化为积极进取的动力。 

3 结语 

总之，对于中职教师心理健康的关注，不仅仅是教师自己的重要任

务，也是社会应该关注的任务，因为教师担负着教育学生的重任，所以

在教育学生之前，教师本身的心理健康应该得到保障。希望通过本研究

可以有效地帮助各位教育同仁，为大家带来一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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