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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既关系到大学生个人的表现、发展，也关系到整个校园、整个区域的和谐。进

入新时代，探讨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介绍：高职院校大学生

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现状，以及干预措施。在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中，本文详细地阐述：转

变学生的认知、培养自我调节能力、提供恰当的外界帮助。本文强调实事求是地分析现状，并依据高职

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希望高职大学生及时地走出

心理困惑，以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认真投入到学习与生活之中，发挥出才能，创造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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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the harmony of the entire campus and region. Entering a new era, ex-
plo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s im-
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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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
tervention measure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ransforming students’ cognition, cultivating self-regulation ability, and providing ap-
propriate external assistance.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a realist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s correspond-
ing intervention plans and implements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vo-
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an quickly overcom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ctively and stably im-
merse themselves in learning and life, unleash their talents, and creat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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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政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断发展和变革，经历了“孕

育萌芽”“初步形成”“快速成长”等主要变迁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将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位置，直到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大学生心理健康显然是健康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一环[1]。2023 年 4 月，《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由教育部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发布，更是突显出国家对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整体布局和全面落实。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全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国家培养综合型、技能型人才的重任。

2024 年 3 月 1日教育部举行发布会介绍 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普通、

职业本专科共招生 1042.22 万人，比上年增长 2.73%。其中，普通本科招生 478.16 万人，职业本科招生

8.99 万人，高职(专科)招生 555.07 万人。从 2023 年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可以看出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明显

超过了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相对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存在其自身的特点：学业成绩相

对偏薄弱，学习方法和技巧有待提升，存在较大的学习困惑；对自身的了解相对不足，不清楚未来的方

向在哪里；担心就业问题等。这些特点一定程度上使得高职院校大学生承受着普遍更大的心理压力。这

种心理压力造成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迷茫和困惑的心理状态，严重的甚至形成持续焦虑，紧张，抑郁等心

理，更严重的甚至威胁到学生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面对当下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状态，为了更好地

为国家输送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技能型人才，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高职院校心

理健康的研究。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涉及多方面内容，包括：发现心理问题、评估心理素质、落实干预措

施等。现阶段，虽然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已经正确规划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但仍然在工作中存

在一些问题。立足新时代教育背景，积极探讨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旨在进一步反思、优化

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助力高职院校顺利实施心理健康干预措施，真正执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工作方

针，真正贯彻“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培养学生”的发展理念，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

一批批具备积极心理品质的卓越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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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可以表现在不同方面。其一，立足学习视角，可以提升各学科

的学习成效。其二，立足生活视角，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人际交往。其三，立足社会视角，可以促进

学生的创新创业。具体分析如下： 
1) 提升学习成效 
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可以体现在学习成效上。举例来说，面对各学科的学习任务，大学生难

免会遭遇困难，甚至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这个时候，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其实是拥有一种正能量。

凭借这种正能量，大学生可以正确地应对困难，以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精神面貌，继续钻研各学

科知识。此外，在学习各学科知识时，有些大学生心态浮躁，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理性分析，尤其

是取得一些学习成绩时，大学生可能会陷入骄傲、自满的心理状态[2]。相反，有些大学生心态十分

豁达，经常释放积极的心理暗示，不易被眼前暂时的成绩所迷惑，可以始终坚持求学的初心。这一

类大学生，更容易取得理想的学习成效。由此可见，关注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可以改善各学

科的学习成效。 
2) 加强人际交往 
高职院校大学生保持心理健康，可以直接影响日常的处事态度、处事行为，促进人际交往活动。具

体来说：一方面，影响处事态度。健康的心理状态，往往可以影响大学生的处事态度，让大学生散发出

开朗、自信、谦逊的气质，自然而然地吸引他人，不断结交新的朋友，拥有一种轻松、愉快的人际关系，

不再畏惧人际交往方面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影响处事行为。基于良好的心理状态，大学生的处事行

为更加理性、文明、公正。例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即使发生一些复杂的紧急情况，大学生也可以

凭借良好的心理素质，理性地分析，科学地应对，不会轻易地打扰他人，或者，给他人制造一些困扰[3]。
这样的行为表现，有利于大学生快速地融入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发掘个人价值，并树立起自信心和

幸福感，有利于大学生建立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 
3) 促进创新创业 
在创新创业之路上，大学生要面对各种复杂情况，心理健康是创新创业的基础条件。例如，在创新

创业的相关学习中，大学生要主动汲取多元化知识，要学会搜集、整合、调取，要克服一系列的现实障

碍和心理障碍。这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需要细心、耐心，也需要长期坚持、长期努力的恒心。对于

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来说，无论遭遇什么难题，都可以坚定学习方向，都可以继续探索，自信地行走在创

新创业道路上。另外，在创新创业的相关活动中，大学生与大学生之间，既是一种合作、共建的关系，

也存在多种无形的竞争。心理健康作为一种基础条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层面的竞争力，有利于引

领大学生，指导大学生不断前行，充分展现个人优势。比如说，在创新创业的实习实训活动中，大学生

要独立完成一些实习实训项目，并接受严格的考核、评估[4]。有些大学生心态过于消极，还未开始正式

行动，便认为自己：做不到、做不好、不能做，而心态积极的大学生则认为：我可以试试、我可以努力、

我可以追求……不同的心理暗示，可以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表现。进入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

新时期，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从心理健康问题逐一切入，多一些开导和

激励，以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创新创业教育。 

3.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 

结合现状来分析，高职院校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学生长期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学生的自我调节能

力有限、学生难以寻求外界帮助。高职院校要针对这些典型性问题，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突出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重要性。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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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期忽视心理健康 
高职院校大学生长期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主要源于个人认知。例如，有些高职院校大学生认为，

学习、就业才是重中之重，应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业上，为今后的就业而准备，不必过多地关

注心理问题。这一类大学生，很难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义，并不会积极地配合[5]。此外，有些

高职院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氛围，也会影响大学生的个人判断，导致大学生片面地追求学业，经常回避个

人心理问题。比如说，当大学生反馈自己的心理问题时，有些高职教师只是强调“学习第一”，希望大

学生将注意力放在学习上，没有认真地走进大学生的心理活动。长此下去，大学生会比较迷茫，不知道

如何应对心理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寻求相关帮助。如果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个人认知不发生转变，很难正

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很难保持阳光、自信的心理状态。 
2) 自我调节能力有限 
当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有限，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认知层面的不足。遭遇严重的

心理问题时，有些高职院校大学生习惯于依赖，寄希望于身边的教师、辅导员、同学，并不知道如何独

立地思考、应对。这其中，有些大学生可能会过于悲观，不相信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些大学生则可

能过于轻视，低估了心理问题的影响力。无论哪一种认知视角，都反映出大学生认知层面的不成熟，不

利于大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另一方面，疏导层面的不足。高职院校大学生不仅要正确认识各类心理问题，

还要善于疏导内心情绪，保持心理健康。目前，在高职院校内部，有些大学生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心理问

题，但是，不知道如何走出心理问题，长期受到各类心理问题的困扰[6]。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大学

生个人的学习、生活都可能会陷入混乱秩序，难以步入正轨。 
3) 难以寻求外界帮助 
大学生遭遇心理方面的困扰时，既需要自己的调节，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正确干预。现阶段，有些高

职教师侧重于教育教学工作，并未紧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版块，忽视了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心理

问题。作为一线高职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固然很重要，但心理健康教育方针的落实，同样要放在重点位

置。一旦大学生陷入孤立境地，不知道如何反馈心理问题，很可能加重大学生的心理负担，令大学生陷

入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另外，有些高职院校一直强调学科建设、文化建设，很少关注心理健康教育版块

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在这个版块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由此可见，从教师队伍到基础设施，高职院校

内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未来，为了更好地干预大学生心理问题，高职院校要转变

传统的工作模式，传递积极的思想、理念，向大学生主动提供一些心理帮扶。 

4.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 

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工作，高职院校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从态度出发，转变学生的刻板认

知、狭隘认知。第二，从能力出发，积极培养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第三，从帮扶出发，提供一些科学、

恰当的外界帮助。具体如下： 
1) 转变学生的认知 
从大学生的认知切入，帮助大学生转变认知视角，有助于大学生保持心理健康。高职院校可以围绕

心理健康这个主题，定期开展“正视心理问题——大学生心理健康认知讲座”，通过一个个典型性案例，

详细剖析各类心理问题，提醒大学生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并积极地寻求应对策略[7]。如在我校大学生

刚入学时对心理问题尤其是严重的心理障碍往往存在比较大的误解和病耻感。存在心理问题的同学因担

心自己的心理状态影响学业和人际交往，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意识到这种状况后，通过《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和互动，日常班会活动，心理健康主题相关活动，让同学们从专业的角度

进一步全面认识到大学生群体常见的心理困惑，意识到很多心理问题不是个案，是大众常见的心理困惑，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95


李丹丹 
 

 

DOI: 10.12677/ae.2024.145795 998 教育进展 
 

依此减少同学对心理问题的耻感，接纳自己当下状态。在接纳现有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更多改变

的可能性。另外通过专业的讲授和案例分析，使得同学们意识到心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的心理问

题不及时化解有可能转化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同样严重的心理问题通过积极专业的改变同样可以转化为

健康的心理状态。通过调查问询发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对于转变同学们对于心理问题的认知

有比较大的作用。 
2) 培养自我调节能力 
针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状况，高职院校可以采取一些科学的干预措施，想方设法地培养大学生自我

调节能力。具体来说：一方面，培养认知能力。大学生走出心理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正确认识、理解

心理问题，不能刻意回避。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利用大学生社团，搭建“心理健康研讨小组”，以交流、

演示、辩论的方式，打开大学生的认知视角，减少大学生的迷茫、焦虑，提高大学生对各类心理问题的

认知水平，让大学生更从容地应对心理问题；另一方面，培养疏导能力。从根本上告别心理问题，不能

过于依赖外部力量，大学生要具备一定的自我疏导能力。比如说，在教师队伍、辅导员队伍的带领下，

高职院校可以成立“心理健康互助团队”，呼吁大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让大学生来开导大学生，让大学

生来感染大学生，充分锻炼大学生的心理疏导能力，同时，营造一种互帮互助、温暖友爱的和谐氛围，

潜移默化地调节大学生心理问题[8]。 
3) 提供恰当的外界帮助 
高职院校要提供一些恰当的外界帮助，让大学生更有信心、更有能量地应对心理问题。如在我校，

为实现全员心理育人，我们会通过各类活动和会议宣传学生心理工作的重要性，分析从全校教职员工的

不同工作岗位如何做到心理育人。如教师岗位不仅讲解专业的学科知识，而且要在专业课讲授中不断加

入心理育人的元素，达到学生专业和心理双成长的目标。另外，从学校的层面来分析，学校要积极优化

各项基础设施，配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线下环境中，学校可以设置多个“心理问题信箱”“心理咨

询室”“心理问题交流长廊”，方便大学生投送信件、对话教师，进行不同形式的反馈。在线上环境中，

学校可以借助微信公众号、网络论坛等平台，开通“心理问题咨询窗口”，实现跨区域、多主体之间的

心理对话，让大学生更及时地表达心理问题，更高效地处理一些紧急的心理问题。如在我校，针对有进

一步心理帮扶需要的学生，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提供不同的帮助：对医疗资源不了解的学生我们会提供

专业的医疗资源信息并持续跟进就诊复诊情况；学生家长有沟通障碍的学生，从学校层面进行家，校，

生的三方约谈，从学校层面叮嘱学生，家长做出相应的改变，建立三方帮扶联盟；校内缺乏心理支持资

源的同学，我们会通过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成员建立多方关注和心理帮扶，帮助同学逐步建立

良好人际关系，获得校内心理支持。从我校实践经验来看，恰当的外界帮助能够使同学尽快地走出心理

困境。 
总体来说，无论是教师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要践行“以人为本”“人性化培育”的教育理念，

紧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将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帮扶，

让大学生群体真正感受到理解、关爱，不再被各种心理问题所困扰。 

5.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要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有计划、有效率地部署各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展现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呈现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先进性，切实关怀每一位大学生的心理

活动。具体来说，高职院校要注意：首先，开展“正视心理问题——大学生心理健康认知讲座”，营造

良好的教育教学氛围，积极转变大学生的认知视角。其次，搭建“心理健康研讨小组”，成立“心理健

康互助团队”，从认知和疏导两个层面，培养大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再次，在教师层面，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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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教案”，并留出“心理问答环节”，在学校层面，优化各项基础设施，创建良好

的线下、线上环境，提供恰当的外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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