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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社会现象，现实生活中、网络信息上学生抑郁等事件频发，

老师、家长谈心色变。本文主要从高职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对策三个方面展开，采

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式，重点针对某高职院校过去一年里有过抑郁等进行问卷统计，对被调查学生心

理疾病、家庭情况、抑郁倾向分布情况进行分类分析，重点从学生自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六个方

面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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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ave become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the society 
focuses on. In real life and online information,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other in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and teachers and parents have changed their hearts and minds.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ree aspects: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eir 
causes and solutions, adopts the method of large-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ocuses on the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of depression in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n the past year, so as to c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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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fy and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mental illness, family situation and depression tendency of the 
surveyed studen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six aspects, 
such as students themselves,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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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统计，2023 年，湖南省共有高职高专院校 85 所，在校生人数 860313 人。[1] 2024 年，湖南省高

职高专院校数、在校生人数基本与 2023 年持平。确保如此庞大的在校生心理健康，是政府、教育管理部

门和学校肩负的重要社会责任，更是高职院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衡量标准。就学校

而言，解决高职学生的心理问题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提供支持和辅导，帮

助高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实现自我成长。 

2. 高职学生常见心理问题调查 

2.1. 因自身导致的心理问题 

通过长期的学生管理工作观察、体会、总结发现，从学生自身角度分析，原因有三个： 
(1) 现实压力。高职学生在面临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等诸多挑战和压力下，在心理承受能

力较弱的情况下，出现抑郁等心理疾病。 
(2) 自己大意。有的高职学生玩手机着迷、骑车等导致一些伤害；被网络诈骗；轻信他人被骗等，导

致自己焦虑、失落、受伤；还有的人保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理。 
(3) 遇事想不开，钻牛角尖。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发展阶段，由于心理发展相对滞后且尚未完全成熟，

对事务比较敏感，所以若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敏感的话，便会让自己套上枷锁[2]。有这种

心理的高职学生具体表现因人而异，但通常的表现有：情绪低落、焦虑不安、思维僵化、行为极端、社

交障碍。 

2.2. 因就业困难导致心理焦虑 

受经济大环境等因素影响，市场化就业岗位持续收缩、政策性岗位供给已近极限，加上科技自动化

程度越来越高，就业工作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在此大背景下，因就业难导致学生心理焦虑比较普遍。 
(1) 对走向社会缺乏心理准备。部分学生因自己在校期间学习不认真，不注重专业操作能力培养和综

合素质锻炼，对今后的职业发展没有规划。毕业后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感受异常焦虑，对未来感

觉迷惘，加上父母关心则乱，表现出抑郁情绪。 
(2) 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强烈反差。部分同学在学习上的投入来看，在校期间学习刻苦，专业知识扎实，

该拿的职业资格证一个都没落下，或通过自考获得本科学历，或通过专升本获得本科学历。因为各种主

客观原因，即使学习成绩优秀，手持很多相关证书，毕业后仍不能找到心仪的工作，投入和产出不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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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明明自己很努力，却收获不到一个好的结果，心里感到极度不平衡。 

2.3. 因恋爱导致心理挣扎 

大学校园里有多少高职学生在谈恋爱？成功率怎样？当恋爱以其特有的魅力闯入高职学生的心房时，

谁不希望恋爱能获得成功，又有谁不愿意把美好的初恋献给自己终生的爱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许多

学生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或在那里挣扎，或在那里任意释放，或在那里变异。 
学生要正确对待恋爱，端正恋爱态度，培养迎接爱的能力，也要培养拒绝爱的能力，勇敢地去追求

纯洁、高尚的爱情。 

3. 高职学生常见因心理脆弱引发抑郁问卷调查 

3.1. 调查问卷设计 

课题组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分年级、性别、专业，以及就过去 1 年里有过抑郁、感觉有抑郁达到 1 次、

2 次、3 次、大于 3 次分份数、比例进行设计，并按份数、比例进行总结。附带心理疾病分类、家庭情况

分类、中度抑郁倾向分布情况、重大抑郁倾向分布情况等内容。 

3.2. 调查样本采集 

课题组针对某高职院校一、二年级 6 个专业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512 份。问卷回收后，对相关信息

进行数据统计，确保了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 

3.3. 调查数据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 1 年里有过抑郁、感觉有抑郁、有抑郁隐患的问卷 46 份(男性 12 份，女性 34
份)。如表 1，表 2 所示。 

 
Table 1.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past 1 year 
表 1. 过去 1 年里有过抑郁的问卷统计 

年级 性

别 专业 
1 次 2 次 3 次 大于 3 次 总计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5 33.33% 4 26.67% 1 6.67% 5 33.33% 15 100.00% 

大一   5 33.33% 3 20.00%   4 26.67% 12 80.00% 

 男  1 6.67% 1 6.67%   1 6.67% 3 20.00%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1 6.67% 1 6.67% 

  康复治疗技术   1 6.67%     1 6.67% 

  中药学 1 6.67%       1 6.67% 

 女  4 26.67% 2 13.33%   3 20.00% 9 60.00%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1 6.67%     1 6.67% 2 13.33% 

  护理 1 6.67%       1 6.67% 

  医学检验技术       1 6.67% 1 6.67% 

  园林技术 1 6.67%       1 6.67% 

  中药学 1 6.67% 2 13.33%   j1 6.67% 4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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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二     1 6.67% 1 6.67% 1 6.67% 3 20.00% 

 男    1 6.67% 1 6.67%   2 13.33% 

  食品药品检验技术     1 6.67%   1 6.67% 

  园林工程技术   1 6.67%     1 6.67% 

 女        1 6.67% 1 6.67% 

  园林技术       1 6.67% 1 6.67% 
 

自我抑郁者 15 份，其中男性 5 份，女性 10 份。按年级分布统计，大一 12 份，大二 3 份。有抑郁表

现者 1 次者共 5 份，中药学专业最多(2 份)；大于 3 次者 5 份，宠物临床诊疗技术专业最多(2 份)。 
 

Table 2.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of people who felt depressed in the past 1 year 
表 2. 过去 1 年里感觉有抑郁者的问卷统计 

年级 性别 专业 
1 次 2 次 3 次 大于 3 次 总计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份数 比例 

   23 27.71% 10 12.05% 3 3.61% 9 10.84% 45 54.22% 

大一   17 20.48% 5 6.02% 2 2.41% 7 8.43% 31 37.35% 

 男  1 1.20% 1 1.20%   3 3.61% 5 6.02%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2 2.41% 2 2.41% 

  康复治疗技术   1 1.20%     1 1.20% 

  园林技术       1 1.20% 1 1.20% 

  中药学 1 1.20%       1 1.20% 

 女  16 19.28% 4 4.82% 2 2.41% 4 4.82% 26 31.33%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2 2.41% 1 1.20%   1 1.20% 4 4.82% 

  护理 7 8.43% 1 1.20% 1 1.20% 1 1.20% 10 12.05% 

  康复治疗技术   1 1.20%   1 1.20% 2 2.41% 

  爱学检验技术 1 1.20%   1 1.20% 1 1.20% 3 3.61% 

  园林技术 3 3.61%       3 3.61% 

  中药学 3 3.61% 1 1.20%     4 4.82% 

大二   6 7.23% 5 6.02% 1 1.20% 2 2.41% 14 16.87% 

 男  4 4.82% 2 2.41% 1 1.20%   7 8.43% 

  食品药品检验技术   2 2.41%     2 2.41% 

  园林工程技术 3 3.61%   1 1.20%   4 4.82% 

  园林技术 1 1.20%       L 1.20% 

 女  2 2.41% 3 3.61%   2 2.41% 7 8.43% 

  畜牧兽医 1 1.20%       1 1.20% 

  食品药品检验技术 1 1.20%       1 1.20% 

  药学       1 1.20% 1 1.20% 

  医学检验   2 2.41%     2 2.41% 

  园林技术   1 1.20%   1 1.20% 2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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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有抑郁者 45 份，其中男性 12 份，女性 33 份。按年级分布统计，大一 31 份，大二 14 份。有 1
次感觉有抑郁者 23 份，护理专业最多(7 份)，园林技术和中药学专业各 4 份，园林工程专业 3 份，宠物

临床诊疗技术专业 2 份；大于 3 次者 9 份，宠物临床诊疗技术专业最多(3 份)，园林技术专业 2 份。 

4. 高职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4.1. 自身原因 

(1) 关键原因在心里没数。“心里没数”是对自身的心理状态和外界环境缺乏正确的认知和理解。首

先，对自身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反应缺乏认知和理解，导致情绪管理不当、自我调节能力弱、心态失衡等

问题。比如：有的高职学生会因为学业压力、人际关系问题、情感困扰等原因而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

问题，通俗点讲，就是考试复习不到位，心里没底；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在交朋友上心里没

底；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时，因对方自身条件、家庭条件好，自己有顾虑，心里没底。其次，学生对外

界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缺乏正确的认知和理解，产生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比如：因为生

活环境的变化、学习压力的增加、社交圈子的多样性等原因产生适应困难和人际关系冲突，主要原因在

于自己心里没底；临近毕业，工作没有着落，心里没底。 
(2) 个人生理方面原因。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遗传、病菌病毒感染、大脑外伤或化学中毒及

某些严重的躯体疾病都会对其心理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3) 个人心理方面原因。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的焦虑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它是由一系列的思想感情、

感觉和行为组成的[3]。倘若学生不能正确地对待挫折，不能在遇到挫折后通过适当的心理防卫或适应机

制去战胜挫折，就会感到自尊心的损伤与自信心的丧失，内心滋长起失败感和愧疚感。 
通过调查汇总，共排查重点关注对象 63 个，其中重度的 47 个，重度的一般是指严重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的问题学生，结果如图 1。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 mental illness 
图 1.学生心理疾病的分类 

 
心理疾病类型分布：精神分裂症占比 6%，抑郁症占比 35%，双向情感障碍占比 8%，焦虑症占比 6%，

睡眠障碍占比 5%，其他占比 40%。 

4.2. 外在环境因素 

(1) 家庭因素。研究表明，90%以上的心理异常学生的行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所处的家庭环境

有关。爱发脾气也是一种病，不仅会让自己受伤，也会伤害别人[4]。孩子父母性格是否暴躁、关系是否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4178


刘旺 
 

 

DOI: 10.12677/ve.2024.134178 1123 职业教育 
 

和谐、是否离异、是否留守家中等，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极大。完整且和谐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大多性

格开朗、阳光、乐观，不完整且不和谐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大多脾气怪异、特立独行、叛逆冷漠。某高校

针对家庭情况对学生心理的影响开展了调查，发现正常家庭的孩子无心理疾病比例远大于离异、单亲、

留守家庭。调查结果如图 2： 
 

 
Figure 2. Classification of family status of students without mental illness 
图 2.无心理疾病学生家庭情况的分类 

 
无心理疾病人员家庭情况分布：离异家庭占比 11%，单亲家庭占比 16%，留守儿童 6%，正常家庭

57%，其他占比 10%。 
(2) 学校因素。教师对于学生缺乏调研，教师不了解心理问题学生的原生家庭情况，如在离异、单亲

等环境下成长的学生，以及留守学生，从小缺乏沟通。某些学校对心理存在问题学生重视不够，心理咨

询老师配备不到位，心理辅导设备及咨询方式不能适应当前需要，导致一些学生不想、不愿寻求学校心

理咨询帮助，结果如图 3，图 4。 
2023 年 11 月，课题组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对特岗生的抑郁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抑郁倾

向方面，特岗生的抑郁情况显著低于非特岗生，中度抑郁倾向特岗生占比 18.3%，非特岗生占比 33.30%；

重度抑郁倾向特岗生占比 1.64%，非特岗生 3.37%。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moderate depression tendency 
图 3. 学生中度抑郁倾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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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moderate depression tendency 
图 4. 学生中度抑郁倾向分布情况 

 
(3) 社会因素。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手段日新月异，手机、电话手表、电脑等全面普及，

学生刷短视频、玩游戏等成为学生家长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从而导致一个要看、一个不准看，父母跟孩

子关系紧张。网络游戏、短视频中充斥的暴力游戏，导致学生在学校、家里出现逃学、打架斗殴、甚至

与家长发生肢体冲突等恶劣情况。同时，网络上的不良意识形态内容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导致

学生在学习上浮躁、焦虑、厌恶学习，情形严重的导致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以及混世、躺平心态不断蚕食着学生脆肉的心灵。 

5. 预防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解决对策 

5.1. 学生自我的心理调适 

多参加体育锻炼，以扩大自己的生活领域，丰富精神生活，培养自己开阔的胸怀。积极寻求心理咨

询与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是正常人，所着重处理的是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职

业选择问题、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的梦想，但若只有梦想而没有目标，梦想就会成

为空想、幻想，梦想是远处一道美丽的风景，确立目标则是在自己与那道风景之间修筑一条路。 

5.2. 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恋爱观和性教育 

要进行正确的恋爱观和性教育，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阴阳中和。女生要多到运动场看看男

生运动时强健的体魄，男生要多到健身房看看女生婀娜多姿的体形，建立对异性的正确认识。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性的观念，在性教育方面只能疏不能堵，要帮助学生揭开其神秘面纱，每学期至少开展 1~2
次性教育。 

5.3. 引导学生科学制定职业发展规划 

明确目标是关键，一个人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充满信心，才能使人生的航路不迷失方向[5]。受

经济大环境等因素影响，市场化就业岗位持续收缩、政策性岗位供给已近极限；随着科技自动化越来越

高，密集型劳动力岗位越来越少，就业工作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在此大背景下，学校层面要积极开辟就

业市场，以实习带就业，师兄师姐带学弟学妹，多措并举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在大一入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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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让新生到相关岗位见习，让学生提前体验未来岗位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要求；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在入校时就做好未来职业发展定位，设定职业发展目标，做好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储备，

让学习更有动力和针对性；为未来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5.4. 沉迷于网络的调适方法 

限制使用时间：要合理限制学生使用互联网和游戏的时间，避免过度使用。同时，还应该关注学生

在互联网和游戏中的行为和内容，及时提供监管和帮助。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兴

趣爱好活动，让他们了解并掌握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加强家庭沟通：家庭沟

通是帮助学生克服互联网和游戏沉迷的关键。 

5.5. 家庭教育的对策与处理 

建立信任：在辅导孩子心理的过程中，建立信任关系犹如建筑房屋的地基，至关重要。家长需要与

孩子保持真诚的沟通，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他们坚实的后盾。只有建立在信任

的基础之上，孩子才会如绽放的花朵，愿意向家长敞开心扉，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家长才能深

入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并提供有效的辅导。观察情绪：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尤其是情绪

波动较大的时候。了解孩子的情绪变化，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掌握孩子的心理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

题。在和孩子交流时，家长应该尽可能地使用温和的语言，避免使用过于激烈或责备性的语言，以免让

孩子产生抵触情绪。提供支持：学生需要父母的支持和鼓励。父母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参加一些积极的活

动，如运动、音乐、绘画、旅游、竞赛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和支持。同时，父母也可以帮助学

生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目标，让学生有目标可循，增强自信心。倾听和理解：当学生遇到问题或困难时，

父母应该耐心倾听学生的想法和感受，理解孩子的处境。在倾听的过程中，父母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打断

学生，也不要试图给学生提供一些所谓的“正确答案”，而是应该让学生自己思考和解决问题。只有在

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才可以给予一些积极的建议和帮助。寻求专业帮助：如果学生的心理问题较

为严重，父母无法自行解决，那么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是非常必要的。专业心理辅导师可以根据孩子的具

体情况，提供更为专业的辅导和治疗，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问题，恢复健康的生活状态。 

5.6. 心理抑郁的对策与处理 

强者是让思想控制情绪，弱者是让情绪控制思想[6]。保持冷静和理智：面对突发抑郁行为，保持冷

静非常重要。不要惊慌失措，而是试着保持冷静并清晰地思考应对方法。请求救援：立即拨打当地的紧

急救援电话，并告诉他们你所面临的情况。他们将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创造安全环境：如果可

能的话，确保抑郁者周围的环境安全。移除任何可能造成伤害的物品，例如刀具、药物或其他危险物品。

提供支持和倾听：与抑郁者保持沟通，表达关心和支持。倾听他们的痛苦和困扰，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和

被关心。不要批评或嘲笑他们的感受，而是尽可能地提供安慰和支持。不要离开抑郁者：在等待专业人

士的到来之前，尽量不要离开抑郁者单独一人。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并让他们感到有人在身边。

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尽管我们要尊重抑郁者的隐私权，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他们的安

全。与专业人士联系时，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估和决策。专业的心理咨询

和治疗：一旦抑郁者的安全得到保障，他们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专业

人士，并鼓励他们寻求适当的治疗。与专业人士联系：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要犹豫，立即与专业人

士联系。他们将能够提供更具体和有效的指导，以确保抑郁者得到适当的帮助和支持。 
综上所述，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特别是抑郁问题，必须引起政府、学校、家长的高度，通过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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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家校联合等有效方式切实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帮助学生不断锤炼心智、打磨性情，以积极阳光的

心态去面对当下困境及未来一切困难，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成才。在此前提下，引导学生

投入“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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