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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途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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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高职生心理健康方面一些不良的倾向开始出现，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挑战。本文主要针

对当前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出了相应的诸多措施，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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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健康的心理状态与良好的心理素质。高

职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自身的成长与压力的变化

往往会出现不良的心理状态，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将会对

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影响。要对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工作存在

的问题进行正确的认识与分析，积极探讨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一、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不能够正确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得到普及，许多人对

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还存在偏见，片面地认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

生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导致了部分学生由于过大的压力累积与

得不到调适、宣泄而误入歧途。

（二）心理健康教育将重点放在“问题人群”

经过调查发现，很多高职院校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重点放在

“问题人群”。然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质是通过各种途径与方法

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开发心理潜能、增进心理健康，

最终实现其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够仅仅针

对少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而是要做到“重全体、重教育、重预防”。

（三）心理讲课教育措施不到位

1. 机构设置方面不到位

当前，高职院校都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招生、就业方面，对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很多院校并没有设立心理健

康咨询机构。

2. 课程设置不到位

在高职院校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大部分都是选修课，甚至

有一些院校仅仅是在“大学生品德”课程中增加几个课时的心理

健康教育内容，几乎没有院校开设必修课。

（四）心理健康教育师资薄弱

当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人员多为兼职，专业性较差，

而且这些教师大都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

的内容主要为心理健康知识介绍，心灵沟通、行为训练等方面的

活动比较少。专业师资缺乏、授课方式单一导致了高职院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缓慢。

二、加强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常规教育体系

高职院校需要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中加入心理健康教育，将课

堂教学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在课程体系与课程计划中纳

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依据实际情况编写教材，提高心理健康教

育的可操作性。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可以结合实际的状况，设立

相应的教学评价机制，即通过组建心理健康教学小组的方式，让

此小组实际参与到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活动中，真正对他们的心

理教师状况进行评价，并结合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状况给予相应

的评分。更为重要的是，高职院校可以将这些评分与教师的工资

挂钩，真正让教师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让心理健康教师花心思投

入到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促进整体的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高职院校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定期召开心理

健康教学座谈会，针对教师的心理健康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使心理健康教师掌握相对科学的心理健康教学方法，提升他们的

教学水平。通过从教材编写、教学评价以及教学指导三个方面入手，

构建相应的常规教育体系，教师是在真正让学生教师重视心理健

康教育，并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更具有接地性，获得良好的心理

健康教育效果。

（二）成立心理咨询机构与组织

高职院校要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成立心理咨询机构与组织，

通过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调适学生遇到的问题与困惑。

心理咨询活动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避免由于

一些敏感的问题给学生带来的咨询的心理障碍或者放弃咨询。例

如可以通过 QQ、微信、信件等方式，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自己合适或者喜欢的交流方式。

（三）建立高职生心理健康档案

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解，特

别是才进学校的新生一定要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在此基础上建立

学生的个人心理档案。高职生心理健康档案的建立有利于教师更

加有效地掌握学生的情况，能够及时、有效地对一些心理存在异

常的同学进行关注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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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心理健康课程的效果

心理健康教材要选择适合高职院校学生心理的内容。不同年

级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定，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各有侧重，加

强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基本的理论、技术、方法的教育。将心

理健康教学活动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将心理健康知识

的传授与心理教育活动结合在一起。

（五）开展全面的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

高职生心理咨询具有发展性与调适性的特点，所遵循的是教

育模式，而不是医学模式。教师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要用发展的

观点来帮助学生找到调适心理问题的方法。心理健康教育 不仅仅

是针对心理存在异常的同学，而是要面向所有的同学，提高全体

学生的心理素质，开发他们的潜能，存进学生人格的及健全发展。

在具体的落实上，教师可以采用隐性心理辅导和显性心理辅导相

结合的方式，即针对不同性格的学生灵活采用不同的心理辅导形

式。针对一些内向的学生，教师可以采用隐性的心理辅导方式，

结合学生的性格，通过各种非直接性的方式与学生进行沟通，比

如在网络沟通、书信沟通等等，消除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直面沟通

的尴尬，真正让学生敞开心扉，主动吐露个人的心声。与此同时，

教师可以针对学生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探讨，通过深入的交流，

了解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真正原因，对症下药，解决学生的心理

问题。针对性格较为活泼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显性的方式，以

直接见面的形式，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通过教师个人的语言、

情感、态度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打动学生，让学生在感受教师的关注、

关爱上，获得心理问题的解决，也让他们学习更多的心理健康方法，

提升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

（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的专业性

心理健康教育属于教育活动，不仅仅就有教育功能，还需要

特殊的专业技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学校心理学工作者提出

了三点要求：具有教学文凭与教师资格证；五年以上教学经验；

系统修完有关心理学课程。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师较少，

学校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师资培训、专家讲座、学术交流等方式提

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与专业知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以选

调心理健康专业的毕业生或者咨询师到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

（七）建立高职校园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高职生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直接关系学校的稳定、社会的和

谐，关系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

础性工作。高职生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学生心理危

机的预防和早期预警，以及心理危机学生的监护、救助和后期跟

踪等。具体实施：第一，在早期的心理预防和预警过程中，高校

可以设置相应的心理健康测试系统，让学生通过测试的方式了解

个人在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让高校更为全面的了解本校学生

突出的心理问题。第二，高职院校可以构建相应的心理危机监护

机制，即针对学生在测试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各种形式的帮助（教

师帮助、同学帮助），让学生真正在接受这些过程中，逐步消除

个人的心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高校教师学校需要与存在心理

问题的学生进行沟通，帮助学生更为高效的解决心理问。第三，

为了真正确保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效果，高职院校以及心理健康

教师需要定期对学生进行回访，确保真正解决了学生的心理问题，

并为学生提供更为多样的心理知识以及学习方式，让学生解掌握

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促进学生正确思维意识的形成，获得良好

的心理教育效果。总而言之，通过构建相对完善的心理危机干预

机制，高职院校一方面可以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也为

后期心理健康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相应的实例经验，促进整体心

理健康教育质量的提升。

（八）积极建设校园心育文化

校园文化润物细无声，它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学

生。而富含心理健康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能够营造积极、健康

的校园氛围，进而形成一种“心理动力场”，引导、平衡、充实

和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提高学生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构建学校

心育文化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它需要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始终，存

在于课堂内外，是硬件与软件建设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讲，

心理课程、心理讲座的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中心的建设、心育特

色的环境建设、多渠道的心理宣传、心理健康教育月、心理教师

及学生朋辈心理援助队伍的建设等，都是对校园心育文化的建设。

三、结语

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出了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途径，

通过这些相应的方法与途径促进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

展。

参考文献：

[1] 张利芹 . 浅谈积极心理学理念下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新模

式的构建 [J]. 现代妇女（下旬），2013（12）：117 + 122.

云南开放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

工作室规范化建设体系研究 ---- 以云南开放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为例》课题编号：19YNOU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