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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文

章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存在问题，结合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提出相应

的教学创新策略，以期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并为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教育数字化，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Xue Huang1, Dan Wang2 

1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Chongqing Haili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Chongqing 
2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Chongqing 
 
Received: Jan. 20th, 2025; accepted: Feb. 20th, 2025; published: Feb. 27th, 2025 

 
 

 
Abstract 
A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voca-
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s confronted with a variety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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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issues in the teach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ac-
tual situation, targeted teaching innov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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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逐步发展为教育改革的主流趋势。高职院校作

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场所，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

法，实现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层面存在覆盖

面不广、方法内容滞后单一等问题，难以切实解决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因此，探究教育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在联系 

2.1. 技术赋能与教育理念更新 

教育数字化转型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为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新的教学工

具和资源。这些技术打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得教育理念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向个性化、

互动式教学转变。例如，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分析学生的心理数据，帮助教师精准把握学生需求，从而实

现因材施教；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创设沉浸式心理情境，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和参与度，使学生在模拟场景

中更好地掌握心理调节技能。基于多媒体教学工具、网络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等方式，可将传统心理健

康教育课堂教学在时间、空间层面的局限打破，进而能够让学生获取更直观、形象且易于理解的教学内

容。由此，不仅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心理调节方法，还可提升学生的自主预防心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这体现了技术赋能教育，推动教育理念向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性化发展的方向更新。 

2.2. 数据驱动的精准教育 

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实现个性化教学。在数字化环境下，学生

的学习行为、心理状态等数据被大量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精准的依据，教师可

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教学计划和干预措施。通过对学生心理测评数据、学习过程数据的

挖掘，能够发现学生潜在的心理问题和发展需求，进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这一过程基于数据挖

掘与分析理论，构建起从数据收集、分析到教学决策的精准教育闭环，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化和精

准化，进而能够实现因材施教，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存在的心理问题[1]。 

2.3. 教育生态重塑 

教育数字化转型促使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发生重塑。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依赖学校和教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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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使得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能够参与其中。在线教育平台、家长沟通软件等工具，加强了各

方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例如，家长可以通过相关软件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参与学校组织的线上心

理健康讲座，与教师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这种多元主体协同的教育生态，符合协同教育理论，强

调各方资源的整合与协同作用，共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3.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高职院校学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如学业压力、人际交往问

题、家庭问题等。为了将此问题解决，高职院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要注重更新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创新教学方法，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同时，在此期间，高职院校教师还要注重融合数字化

技术，由此，不仅能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在课堂中的自主能动性，拓展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还可让

心理健康教育质量及效果事半功倍。然而，当前，部分教师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时，不注重培养学

生的心理健康意识，且教学内容局限于书本教材，不重视教学资源的拓展和延伸，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

生的认知局限，甚至会挫伤学生在心理健康课堂中的学习兴趣。除此以外，当前部分教师在应用数字化

技术方面能力不足，依旧选择传统的教学方法，且数字化技术应用不够熟练，导致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质量及效果不太理想[2]。 

4.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创新策略 

4.1. 拓展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以往高职院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常常是由教师全程主导整个课堂，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比较被

动，且选择的教学内容相对单一。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能借助网络资源获取更多心理健康教

育方面的线上课程、教学内容，还可基于互动讨论平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开展多元化的心理健

康测试[3]。由此，不仅能拓展和延伸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角色扮演以及案例分析等

方式优化教学方案，还可激发学生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学习的兴趣，有利于提升教学的质量及效果。具体

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1) 线上课程与互动平台运用：高职院校应与专业的教育机构或心理健康专家合作，引入丰富的线上

心理健康课程。同时，利用互动讨论平台，如班级群、专门的心理健康论坛等，组织学生开展线上讨论

和交流活动。例如，每周设定一个心理健康主题，让学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教师进行引导和总结。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讨论氛围。 
2) 心理健康自助工具推广：基于数字化平台，高职教师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能够灵活应用时间管

理软件、压力管理工具以及情绪日记等心理健康自助工具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健康状况进行监控和调节，

且心理健康教育网站、在线心理咨询等线上平台中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可让学生随时随地获取更为专业

化的心理健康知识，进而能够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 
3) 心理教育知识库构建：成立专门的知识库建设团队，包括教师、心理学专家和技术人员。结合学

生的个体化差异，收集、整理心理健康知识，构建心理教育知识库。在知识库中设置趣味心理舒缓游戏

模块，游戏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特点，如“情绪连连看”等游戏，帮助学生在游戏中缓解

压力、增强心理韧性。同时，统筹梳理心理健康知识结构，构建心理健康知识图库，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呈现知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这样，不仅能将学生的自信心、幸福感增强，还可让高职学生养成健康

向上的心理状态，从而实现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4.2. 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强调表明，若想进一步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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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心理健康课堂中引入案例教学、行为训练、线上教育以及心理情景剧等不同的方式，以此来激发

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在课堂中的自主能动性，还可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4]。然而，纵观现阶段的心

理健康教学现状，部分高职院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学时，选择的教学理念、方式相对滞后且单一，不仅

会影响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兴趣、效果，还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数字化

转型背景下，高职教师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心理健康教育观念，基于信息化数据

分析技术拓展和延伸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从而能够增强高职学生的心理防御能

力、调节能力，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1) 创新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行为训练、线上教育以及心理情景剧等教学方式。

例如，在案例教学中，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真实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分析案例中人物的心理

问题及解决方法；在心理情景剧活动中，让学生分组编写剧本并表演，通过角色扮演体验不同的心理情

境，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应对类似问题。 
2) 引导自主学习：教师引导学生利用智能软件(如壹心理)、网络平台(如中国大学 MOOC 上的心理

健康课程)自主学习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布置自主学习任务，如让学生观看线上课程后撰写心得体会，定

期组织学生进行线上学习成果分享会，鼓励学生交流自己的学习收获和感悟。这样，不仅能开阔学生视

野，让学生意识到自我行为、情绪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分析自身在面对职业规划、学习压

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复杂的问题，客观且全面地分析自身情况，自主制定心理健康干预策略。 
3) 价值观培养与行为引导：随着教育数字化的逐步推进，高职学生还面临着隐私保护、网络成瘾以

及信息过载等问题。而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可帮助高职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促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网络行为习惯、心理调节能力，保持心理状态健康。例如，某高职院校基于学生的实际情况，研发出

一款心理健康教育软件“心语心愿”，此软件功能多样，主要有心理在线咨询、线上压力测试、情绪日

记、心理健康知识库等。导致学生能够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阅读心理健康类的文章，还可将自己的情绪

变化详细记录，并结合自己的时间在线上预约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与其开展匿名的线上交流与互动。此

方式。不仅能让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问题对于自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可积极面对问题，提升自身

的心理调节能力[5]。 

4.3. 深度融合数字化技术与教育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教师要注重数字化技术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 
首先，可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各类数字化平台、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分析系统，这样，不仅能让心

理健康教育资源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还可让教师动态分析获取学生的心理状态、学习行为，为其

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这样，能将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及效果提升，还可让教师第一时

间发现学生心理状态问题并及时干预，真正实现个性化教学。 
其次，高职教师还要注重应用数字化技术搭建心理健康信息化管理平台，这是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质量及效率的有效方式。在建设心理健康信息化管理平台时，高职教师要注重理论和实践

的深度融合，利用心理健康信息化管理平台[6]。对学生的心理状态数据进行记录、分析、存储和应用，

由此，不仅能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心理调节技巧，还可创新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待遇模式，

让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更具时代特色。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构建心理健康信息化管理平台时，高职院校教师要注重保护学生的个人隐

私。结合此目标，持续地完善保护隐私的各项功能。由此，不仅能让大学生利用此平台大胆咨询自身存

在的心理问题，还可提升学生的心理状态。当然，教师也可在心理健康管理平台中设置一些大学生普遍

存在的心理问题，让大学生对照自己的心理状态或者心理健康表比对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解决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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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问题。这样，可及时解决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还能让学生在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中身

心健康成长和发展。例如，某高职院校比较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心理健康教

育中融入了在线心理测评和反馈系统，此系统能让学生以匿名的心态参与心理健康量表自测，其中涵盖

抑郁或者焦虑自评量表等。系统能结合学生的测评数据，给予其提供智能化的反馈报告或者相关的资源

链接与建议，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内心的需求开展线上专业心理医师咨询或者组建线上心理辅导小组等。

由此，不仅能让学生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更加全面地了解，还能自主干预和调节[7]。 

4.4. 提升教师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若想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那么，需要注重提升教师的数

字化应用水平。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课堂教学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灵活运用数字化技术，

构建心理健康教育高效课堂，给予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和帮助。在数字化背景下，教师

要灵活应用数字化工具，整合各项教学资源，设计个性化程度高且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方案，从而能够将

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提升。数字化工具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应用，还可让教师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帮助其制定个性化的教学策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同时，在数字化环境下，高职院校教师还要持续地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教学能力，积极学习

各类新技能、新知识，由此，才可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教育发展的需求。另外，高职院校教师还要

在课堂教学中应用在线平台拓展教学资源及课程，以此来实现远程化的心理健康教学。而且教师还要灵

活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以此来为学生创设真实且多元的心理场景，更加全面地获取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以此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例如，某高职院校比较注重教师队伍水平的提升，

定期组织教师开展数字化教学培训、心理健康教育专项培训，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论坛、研

讨会等活动，积极学习更为先进的数字化教学经验、心理健康教育经验和方法，这样，不仅能提升教师

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心理健康教学能力，还能让学生更好地构建多元化、高效性的心理健康课堂[8]。 

5. 结语 

综上，探究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极具现实价值和意义。高职院校

教师要全面了解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创新的要求，根据学生的兴趣、

心理状态情况，拓展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增强学生心理健康意识，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教育，提升教师

的数字化应用水平。由此，不仅能保障学生的心理状态健康，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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