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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分析及对策
吴振雄

（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河源 517000）

摘要：人际交往既是中职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职生形成完整人格、提前适应社会生活的关键途径之一。在新时期，

中职教师需要深入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人际交往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校

园生活。故而，本文针对中职生人际关系构建中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冷漠封闭、沉溺网络、缺乏人际交往技巧等问题，及其形成

原因，提出可行的教育对策，以期为各位同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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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能力是中职生个人能力与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对

其当下的学业、未来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关注中

职生人际关系问题，采取科学方法帮助他们解决人际交往活动中

的困扰，为其成长保驾护航。也就是说，教师需要在结合新时期

背景深入分析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探究其产生原因，

而后以相关信息的分析结果为依据，整合社会、学校、家庭的各

类教育资源，构建出适宜的教育模式。

一、新时期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分析

（一）以自我为中心

在家庭生活中，中职生除了享受父母关爱之外，还拥有来自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宠爱，难免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征。

他们在人际关系构建中，往往更加注重自身感受，故而在融入宿

舍、班级、学校生活时难免表现出“自私”的一面。比如，有的

中职生与他人交往时较为重视自身需求和利益，既不会换位思考、

考虑他人体验与感受，也不会顾忌场合，很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

矛盾产生之后，他们往往会找借口原谅自己，而忽视对人际关系

的修复。也有的学生在参与班级活动时，过于强调自己的想法，

不愿意倾听、接受其他同学的建议，导致团队协作不顺畅，或者

只关注自己能否获得荣誉或好处，对于需要付出努力但对个人没

有直接利益的任务则避之不及。针对这些情况，教师需要加强教

育和引导，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问题，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

感受，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自我

中心带来的弊端，并努力改变时，才能更好地融入集体生活，发

展良好的人际关系，为未来职业发展和社会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二）冷漠封闭

相比于普通高中教育，中职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学校所招

收的学生多为中考失利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会因为考试成绩的

缘故，或多或少地产生多疑、敏感、自卑等不良心理，故而容易

在人际交往中有退缩、羞怯等表现。他们在人际交往中隐藏自己

的真实需求、想法、感受，长此以往，可能会在与他人之间形成

无形的屏障，继而封闭自我，更加难以与他人构建起对等、公平

的健康关系。此外，也有部分中职生主观上是愿意与他人进行交

流的，在日常学习与校园生活中积极参与人际交往活动，但是往

往受限于家庭教育、学习经历，而沉默寡言，缺少融入集体的方法，

面临着不会表达自我、不会说话等难题。很多时候，一些性格内

向的学生即便有着较强的交往意愿，也会因为缺少良好心态和正

确方法而难以在生活、学习过程中交到更多朋友。为了满足交往

需求，填充空闲的业余时间，他们往往会选择通过线上途径进行

交际。长期处于网络的虚幻世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会越

来越少。

（三）沉溺网络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已经成为中职生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很多中职生反映，他们对网络人际交往的接受度较高，

经常会通过互联网利用视频、语音、文本等方式进行人际交往活动。

中职生对网络交友充满兴趣，将大量课余时间花费在微信、QQ 聊

天上，难免会受到一些不良影响。部分中职生因为阅历浅，轻信

通过互联网认识的陌生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荒废学业、网络成瘾

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他们年龄较小，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缺少对

网络信息的判断能力、对诱惑的抵制能力、对自我行为的控制能力，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容易表现出意志力薄弱、思想不成熟的一面。

尤其一些学习压力较大、家庭不和谐的中职生，更加容易为了逃

避现实而选择通过网络寻找倾诉对象，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教

师需要提升对这部分学生人际交往情况的关注度，采取适宜措施

提升其社交智力，帮助其建立积极心态。

（四）缺乏人际交往技巧

在人际交往中，并非只要与他人来往、交流就能够产生深厚

感情，而是需要运用一定的交流技巧。但是，人际交往技巧正是

很多中职生的短板所在。比如，有的学生具有强烈人际交往意识

和自我表现意识，在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夸夸其谈。他们渴

望被关注、被认可，于是急于展现自己的所知所闻、所思所想，

但往往由于缺乏对话题的深度理解和对他人感受的关注，使得交

流变得空洞无物，甚至让对方感到厌烦。这种过度表现的行为，

反映出他们对人际交往的理解存在偏差，以为多说就能吸引他人，

却忽略了交流的本质是相互理解与尊重。与之相反，还有一部分

中职生不善言辞，他们在进行人际交往时往往内心充满了焦虑和

恐惧，不知道如何开口，也害怕说错话，即使心中有许多想法，

也难以清晰地表达出来。在群体活动中，他们常常默默地站在一旁，

无法积极地融入其中，错失了许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机会。

二、新时期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归因分析

（一）家庭教育因素

家长是中职生的启蒙者，对其性格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一般

而言，性格活泼开朗，且行事大方的家长，其孩子在人际交往方

面的能力往往会较为优秀，因为这样的家长通常能够为孩子营造

积极、开放和充满活力的家庭氛围，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更能感受到与人交流和互动的乐趣，更愿意主动去结识新朋友，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善表达、沉默寡言的家长，其孩子在

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往往会存在缺失。由于家长自身在沟通方面

存在不足，无法给予孩子有效的指导和示范，孩子可能不知道如

何与他人开启对话，如何在交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也不

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冲突和矛盾。教师要重视家庭教育对中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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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构建的影响，了解其造成的中职生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差异

性，并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

（二）学校教育因素

近年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并且取得了丰

硕成果，但是应试教育制度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小学教育。在很多

中小学，成绩高低仍然是衡量学生综合能力的关键指标甚至是唯

一指标。进入中职学校就读的学生，普遍是学习成绩不好，中考

失利的学生，他们在中小学阶段容易被学校、教师忽视，难免存

在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往往会影响其人

际关系构建，导致其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中职学习与生活。

（三）学生自身因素

学生进入中职学校之后，需要离开家人，脱离原有生活、学习

环境，融入陌生的新环境。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自

我保护过强的情况。在中职学校，学生面临着新的同学、新的老师、

新的学习方式和生活规律，这与之前熟悉的一切截然不同，容易使

他们因为陌生感而产生不安和恐惧。为了避免受到可能的伤害，部

分学生本能地竖起了自我保护的屏障，表现出对他人的警惕和疏离。

尤其一些性格内向、敏感中职生对他人的评价和看法过分在意，他

们在新环境中担心自己言行不当会引起他人反感，于是选择封闭自

己，以减少与人接触带来的潜在风险。这种过度的自我保护，不仅

限制了他们与同学的交流，也阻碍了他们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三、新时期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解决对策

（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针对中职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教师要进一步推进心理健

康教育，促使他们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参与到日常交流中。首先，

教师可以推动心理健康咨询室建设，鼓励有人际交往困扰的学生

前往咨询，接受专业指导。寻求专业帮助时，部分学生可能会因

为担心遭到周围同学的嘲笑而退缩。考虑到这方面问题，教师可

以推进网络咨询系统建设，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QQ 群、

在线咨询平台定期为学生解答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向学生推送

关于人际交往的心理健康知识科普文章。其次，针对在人际交往

方面面临较大困扰的学生，教师应采取团体辅导与个别辅导相结

合的方式，对其心理健康进行干预。在团体辅导中，教师可以模

拟社交情景，为学生提供进行交往的机会与环境，促使其在特定

情境下尝试各种交往方法、调整个人心态；可以开展社交专题讲

座、心理卫生讲座，引导学生科学看待心理困惑、正确认识自我，

促使其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感受。在个别辅导中，教师可以

与学生、家长一起分析造成困扰的外源性、内源性因素，并为其

提供合理建议与可操作性方案，帮助其逐渐形成良好心态，继而

更好地融入集体生活，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积极组织集体活动

针对部分中职生在人际交往中羞涩、自卑，不敢主动与他人

互动的问题，教师可以积极组织集体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集体

活动为依托构建人际交往平台，帮助他们融入集体。教师鼓励学

生以宿舍、班级为单位，自由选择感兴趣的集体活动，通过与舍

友、朋友、熟人结伴参加活动的方式逐渐扩大交际面，对解决其

人际交往问题，防止其冷漠封闭具有积极意义。与舍友、朋友、

熟人结伴参加集体活动，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种安全又舒适的社

交方式。在熟悉的人的陪伴下，他们往往更有勇气去尝试新事物，

面对新挑战，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比如，教师可以鼓励他们结伴

参加读书俱乐部，使其有机会结识其他宿舍或班级同样热爱阅读

的同学；可以组织他们结伴参加户外运动社团，使其有机会与更

多有着共同爱好的陌生人成为朋友。随着交际圈的不断扩大，中

职生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提高

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

（三）构建温暖和谐交往环境

温暖和谐的集体环境能够让人身心愉悦，减少人们对网络的

依赖。针对部分中职生因为沉溺网络而线下人际交往的现象，教

师要重视家校合作，与家长一起努力构建温暖和谐交往环境，通

过良好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帮助平衡好网络人际交往与现

实生活人际交往。这要求教师重视班风、学风、校风、家风建设，

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健康的氛围。在这样

的氛围中，引导中职生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能够使其充分感知

集体的温暖，逐渐增强进行线下社交的勇气和意愿。比如，当有

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教师可以与其他学生一起主动伸出援

手，耐心为其讲解；当有学生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教师可以与

家长一起给予安慰和鼓励。这种温暖的传递，可以让学生更加愿

意融入集体，与周围他人进行交往。尤其针对刚入学的中职生，

教师要尤其重视温暖和谐交往环境构建，帮助他们顺利适应新环

境。入学之初，中职生从自己的小家庭来到学校这个大家庭，与

陌生的同学组成新的宿舍、班级，难免产生一些心理压力，遇到

一些小摩擦。此时，加强班风、学风、校风、家风建设，为中职

生提供温暖和谐交往环境，有助于他们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顺利

融入新集体。

（四）加强人际交往技巧培养

解决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过程中，教师要重视人际交往技巧

培养，帮助他们掌握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的方法。首先，教师要

改变中职生认知，促使其充分意识到人际交往技巧的重要作用，

并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有意识地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比如，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在与他进行沟通时选择流畅、生动的叙述方式，注

意观察倾听者的反应，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可以组织

学生进行集体讨论，依托讨论过程培养他们不说脏话、不吹牛、

不抢话的交流习惯，以及适时提出个人见解、表达自己内心想法

的勇气。其次，教师要锻炼学生“听”的能力，使其学会在人际

交往中用心、耐心听他人发言，并与发言者进行眼神交流，表明

自己在认真聆听对方的言论。最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尊重他人观点，

比如引导他们在听到不认可的言论时表达支持、理解，而不是直

接打断对方，而后全盘否定对方想法。

四、结语

人际关系和谐，是人们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重要前提，也

是衡量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一名心理健康的中职

生，不仅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被周围的人接受和理解，

而且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自我，并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保持自我。

同时，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关系的中职生，也往往更容易与他人

沟通，保持良好心态与偷偷心情。中职教师要重视学生人际关系

问题，并通过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积极组织集体活动、构建温暖

和谐交往环境、加强人际交往技巧培养等措施，帮助他们与他人

建立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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