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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制高职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因
时代和信息化手段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我国的教育也在

不断变革。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众多本科院校创建了大学生心
理咨询窗、服务机构和“能量工坊”，这是教育进步的表现，
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现今大学生存在心理健康，从而突出了
心理健康工作的迫切性

[1]
。

五年制高职的学生不同于普通大专、本科院校，他们在年纪、
生活阅历、对待学习的态度甚至是家庭背景也是千差万别，他
们要在一个学校待五年，面临有难度的专业课程，需要独立自
主学习，徘徊于就业与升学之中，久而久之，就会陷入迷茫之中，
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将是一个特殊群体，有可能会滋生心理问
题。那么如何正确了解、把握五年制高职学生心理变化特点，
使他们心理变得更加健康，能够更好地成长。这是一个关键性
的问题，急需我们高职教师、班主任去研究，去解决。

二、当今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分析
当今的高职学生大多以 00 后为主，他们是在网络信息时代

中成长起来的，00 后的孩子普遍具有自由精神，思想更为前卫、
观念也很超前，对社会的现状、各种现象和问题都有各自独特
的想法，要强，自信心充足。他们大多处于青春叛逆期，思维
跳跃、个性乖张

[2]
，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其中很大一

部分学生位于一个思想成熟与半成熟的年龄区间，极易受到各
种不良信息的影响，且易受到操控。此外，经济高速发展、一
些外来文化知识的冲击和网络世界的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呈
现出多样化，对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实现极度重视，而且思维单纯、
大脑简单，具有强烈的表达和表现欲望，对外界眼光、社会传
统束缚基本上是不会在乎的，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做出错
误判断，断送自己美好的未来。 

三、针对当今五年制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对策分析
针对上述五年制高职学生的特点，我们教师在职业教育中

要更加谨慎，去认真观察学生的各种细节，从各种细微中去分
析学生的心理活动，去对他们增强了解，才能更好帮助学生去
疏导他们存在的心理问题，纠正与引导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健康良好的心理。

首先，我们教育工作者不应只关注普高和高等教育中学生
的心理健康，也得重视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学校开
办心理健康咨询室，举办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校园活动、公
益讲座等方式，多方面多角度来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面对心理
问题。因此，为减少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水准，需要配备一批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队伍，因为优秀的心理健康教师具有丰富的知识技能储备，
能够帮助学生疏导心理问题；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也能注重
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授，帮助他们建立乐观、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新生活，拥抱未来。
其次，在新时代下社会在不断前进，不断的涌现出新的思

想、观念，教育工作者应终身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与时
俱进，尊重学生人格的多样性与多样化，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与
方式，积极调整自身对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态度，加强自身对
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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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授专业技能知识的过程中渗透心

理健康知识。只有对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变化动向进行了解，
同时寻找到科学合理又切合学生实际情况的心理教育方式方法，
才能做到对容易影响到学生心理健康的思想、不好的社会现象
和外界环境能够及时地发现，才能做到对学生的心理动向能够
尽早发觉，在学生心理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及时有预见性地进行
防范，及时而又正确的去处理好学生的心理问题，避免校园悲
剧的产生。

学校通过将一系列的直播教育、一对一沟通教育和家校联
合教育等方式结合起来，来高质量的提升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水平。教师可通过一种“走心术”心理健康辅导方式，以
一种受过训练的天真去跟学生交流，使学生的心理阻碍渐渐消
除，在尊重学生自尊心的基础上使他们能够向老师倾诉，帮助
学生认清自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最后，政府层面上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加大心理健康教育
方面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并设专门部门进行管理，定
期进行工作总结和汇报 , 各部门、各学校才能把心理健康教育贯
彻落实。

结束语
独特的个性 --- 每个时代的高职学生都拥有，如何把五年制

高职学生培养成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需
要加强对五年制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人格的塑造，使他
们最终对社会有所贡献。人格塑造的主要由心理健康教育部分
组成，它在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地位不可动摇，在五年制高
职教育也应该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寻找职业教育中的一
些新颖的教育方法与对策，对五年制高职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加大力度，是每一位职校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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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代飞速发展，教育也在不停改革，与时俱进，但在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映出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五年制

高职学校中尤为严重。本文对五年制高职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当今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出发，提出了一些

关于当今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教育对策、分析，望能够培养出具有合格心理素质且“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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