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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民办高职院校学生作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本文主要探讨了民办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并通过深入分

析其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以期为提升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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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the mental health of private higher voca-
tional studen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
tion from the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through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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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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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作为补充公办教育资源、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重要力

量，其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稳定。相较于公办高校学生，民办高职

学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心理挑战，如经济压力、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以及社会认同度低等问题，对其心

理健康构成严峻考验。因此，深入研究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成因及优化策略，对于促进其全

面发展、提升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2.1. 缺乏主见，易受他人影响 

民办高职学生中，不少学生还处在青春期，容易表现出较强的从众心理，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

力。在面对选择时，他们容易受到周围人(如同学、朋友、网络舆论)的影响，难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使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失去自我，产生焦虑、迷茫等负面情绪。 

2.2. 生活适应能力差，引发心理障碍 

高职院校的学生多来自不同地域、家庭背景各异，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进

入民办高职院校后，全新的生活环境、学习方式和社会认可度低等原因使部分学生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长久的不良习惯堆积还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2.3. 人际关系紧张，害怕社交 

大多学生出生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的影响较大，部分学生性

格内向，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退缩、回避的态度，难以建立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 

2.4. 自我效能感低，过分贬低自己 

民办高职学生常因学习成绩不佳、社会认可度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等原因，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

的情绪里，影响他们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自卑、抑郁等心理问题随之产生。 

3. 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危机成因 

3.1. 自媒体负面信息横行，带来消极心理暗示 

网络交往的虚拟性、言论的匿名性，易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疏离；网络信息泛滥，部分负面言论对心

理脆弱的学生易产生误导；学生沉迷网络而现实生活窘迫，极易加剧其心理失衡(姚璐，严佳倩，高永美，

2024)。高职院校的学生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干扰和影响，产生消极心

理暗示，加剧心理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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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长过分宠爱，生活自理困难 

在家庭教育方面，部分民办高职学生的家长存在过分宠爱孩子的现象，过度保护学生，进入民办高

职院校后，面对独立生活的挑战，学生显得手足无措、难以适应，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李海燕，

2024)。 

3.3. 学校重视不足，未能及时解决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心

理问题预警与干预机制，使学生在遇到心理困扰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和支持(宋伊，2024)。 

3.4. 家庭关爱缺失，形成自卑性格 

在民办高职学生中，部分学生因家庭经济压力、父母离异等原因导致家庭关爱缺失。学生长期生活

在缺乏关爱和温暖的环境中，容易形成自卑、孤僻的性格特点，进而产生心理问题。 

4. 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成因的理论依据 

4.1. 社会认知与期望理论 

社会普遍对高等教育的认知偏向于公立院校，对民办高职教育的认知存在偏差，认为其教育质量和

就业前景不如公立院校，使得民办高职学生产生自卑感，影响其心理健康。 

4.2. 家庭环境与教养方式理论 

家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深远影响。不良的家庭环

境(如家庭矛盾、经济困难等)和不当的教养方式(如溺爱、严格控制等)都可能成为学生心理问题的诱因(张
海燕，朱炳丞，黄海，2024)。 

4.3. 学业压力与适应困难理论 

民办高职学生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如课程难度大、学习要求高、考试竞争激烈等。生活环境和学

习方式的改变使得部分学生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引发心理困扰和适应问题。 

4.4. 自我认知与归因偏差理论 

部分民办高职学生存在自我认知偏差和归因偏差，如过度自责、自卑或过分追求完美等，导致学生

产生消极情绪和行为反应，影响其心理健康(张海燕，2024)。 

5. 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及优化策略 

5.1. 强化自媒体内容监管与审核，推广积极网络内容 

加强自媒体平台监管力度。政府加快制定和完善针对自媒体平台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虚假信息、

网络暴力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定义、标准及处罚措施，为网络监管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晏波，2022)。此外，

学校还可以与科技企业进行合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立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对自

媒体平台上的内容进行实时扫描和分析，及时发现并处理违法违规信息(张翀，2024)。对于查实的违法违

规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效震慑，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 
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自媒体平台应设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审核团队，对发布内容进行严格把关，

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积极性。鼓励用户举报违法违规内容，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对举报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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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时核查处理，并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要善于利用自媒体平台带来的优势与便利，及时更新符合

学生成长发展规律的内容(张慧君，2024)。自媒体平台应根据内容性质、受众群体等因素，对自媒体账号

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高风险账号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加强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不断完善干预策略和方法，为高职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积极推广健康向上的网络内容。政府和相关部门设立专项资金、举办网络文化活动，鼓励创作和传

播正能量故事、励志文章等积极向上的网络内容。民办高职学校应主动作为，利用校园媒体、网络平台

等渠道，定期发布心理健康知识、励志故事等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包括公益组织、知名企业、知名人士等，共同参与网络正能量的传播，形成全社会关注和支持

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 

5.2. 加强对学生的培训和管理，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与自理能力 

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培训和管理。注重家风家教的培养，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适度放手，

锻炼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李仲夏，2024)。家长应明确界限，既给予学生必要的关爱与支持，

又不过度干预其成长过程。建立多元化的家校合作机制。组织家校合作小组、邀请家长来学校参与教育

讲座、开展家校互动的文化体验项目来加强与学生家庭的沟通，为家长提供指导，帮助他们理解学生的

心理需求。 
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理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环保活动、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增

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引导民办高职院校学生树立主体意识，加强自我学习，积极参与多样化的

班级校级活动，提高学生的自我觉知、自我调控、自我激励、自我认知等能力，学会自我调适的一些心

理方法，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适应多维度的社会生活变化，淡定从容地对待自己、集体和社会。 

5.3. 构建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立心理问题预警与干预机制 

加强心理健康教师的定期培训和考核工作，保证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和心理教育的质量。高职院校需

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研讨会、工作坊及在线课程，不断更新其教育理念和方法，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鼓励教师参与科研项目，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教学质量。构建

跨学科的心理健康教育团队，形成合力，共同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实现信息共享与资源互补。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必修课程体系，覆盖新生入学教育、

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危机干预与应对等多个方面，形成层次清晰、内容连贯的课程体系。民办高职院校

需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和时代特点，设计贴近学生生活、易于接受的教学内容，如增加案例分析、角色扮

演、小组讨论等互动环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充分利用网络、图书、视频等多种教学资源，

丰富教学手段，开发心理健康教育在线课程，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和复习巩固。此外，还可以开设心灵驿

站作为调节和释放高职学生多方压力的特定场域(王青，2024)。 
建立心理问题预警与干预机制。定期开展全校性的心理测评工作，采用科学、有效的测评工具，全

面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对测评结果进行分析，识别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群体。在院校的心理

健康服务中心，设置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的工作岗位，心理咨询教师全天值班，保障遇到突发事件时，教

师能在第一时间处理相关问题。定期开展团体辅导、心理讲座等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调节能力。对于发现的心理危机事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快速有效的干预(周婷，2024)。 

5.4. 增强家庭情感联结与关爱，鼓励与肯定并行 

在教育上，家长要加强与学生的情感联结与沟通交流。设定固定的家庭时间，如晚餐后的“分享时

刻”，鼓励学生分享当天的经历、感受或所学，家长也分享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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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家长耐心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困惑，不打断、不立即评判，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在交流中，避

免使用否定、批评的语言，应采用鼓励、正面的表达方式，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李
萍，2024)，如“我看到你努力了，这很好”代替“你怎么这么粗心”。 

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变化。家长需细心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行为习惯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细微变化，

定期与老师、学校心理咨询师等沟通，全面了解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与需求。家长需根据学生的成长阶段

灵活调整教育策略，以适应学生的成长节奏。给予学生足够的关爱与鼓励，以言语、肢体接触等方式，

经常向学生表达爱意，让学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安全感。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情感，教会他们面对和

处理负面情绪的方法。 

6. 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健康优化策略的实践效果 

随着自媒体内容监管与审核力度的加强，负面信息的传播得到有效遏制，积极向上的网络内容逐渐

成为主流，为民办高职学生营造了更健康、积极的网络环境，减少消极心理暗示的影响。在家庭教育的

引导下，民办高职学生开始注重培养独立性和自理能力，在实践中锻炼了能力和技能，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和责任感，提高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民办高职院校构建全面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系统、

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心理咨询服务的普及以及心理问题预警与干预机

制的建立，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帮助。家长加强与孩子的情感联结和沟通交流，使孩子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促进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和生活态度。 

7. 结语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项复杂而严峻的社会议题，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和关注。高职院校可以从强化自媒体内容监管、加强对学生的培训和管理、构建全面心理

健康教育体系及增强家庭情感联结等方面入手，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策略，有效缓解民办高职院校学生

的心理健康问题，促进其全面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未来，民办高职院校还应继续深化对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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