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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

鞠 慧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由于高职教育的特殊性，高职学生较本科学生

而言相对敏感而自卑，他们在生源结构、学制特点、目标理想、

文化素养、自我认知、行为习惯等方面会体现出更多的不安定

因素，高职学生的心理问题相较本科学生而言日益突出。本

文通过对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特点、类型、表现、影响因素的研

究，为高职学生心理危机的预防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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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年龄特点都处于 18-24岁，他们的生理成熟但

是心理尚未成熟，情绪尚不稳定易冲动。而这个时期又是人

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个人面对的重大问题和烦恼解决不好

时候，容易引发情绪和心理问题，严重的导致心理危机发生。

而准确掌握高职生应对危机反应的心理特点、类型和表现则

为心理危机的预防提供了宝贵的时机，也为心理危机预防的

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心理危机的概念

美国心理学家卡普兰Gerald Caplan（1954）首次提出心理

危机的概念”当个体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逆境（如亲人死亡、

婚姻破裂或天灾人祸等）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1]心理危

机是当个体遭遇到影响自身的重大事件，并且无法用惯有的

方式进行解决而产生的心理失衡的状态。

二、高职大学生心理危机特点

1、普遍性和发展性。心理危机的普遍性和发展性体现在

每个人都会在人生发展的某些阶段遭遇心理危机，尤其对于

处于快速发展成长中的高职学生个体而言，心理危机是普遍

存在，不可避免和必须经历的，个体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维

系自身和环境的平衡而获得成长和发展。因此，面对心理危

机，要有一颗平常的心态，首先不要恐慌而是要接受现实。

2、复杂性和突发性。心理危机的复杂性体现在引起心理

危机的来源可以来自外部客观世界，也可以来自于个体自身。

而引发心理危机的原因受到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既

可以是生理影响（如病痛）、也可以是心理影响（如自尊和需

要）、也可以是社会影响（如就业压力等）。心理危机分类中的

境遇性危机非常准确地体现出心理危机发生的不可控制性，

无法提前预知，突然而强烈的危机刺激往往让个体无所适从。

3、潜在性和易发性。心理危机是潜伏在个体中，当遇到

客观刺激源时候，易感个体容易产生心理危机。而高职学生

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期，20多岁的年龄让他们心理和生理都

处于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期，外界事物更容易冲击他们的心

理防线，如何不能及时解决，就会引发心理危机，并且还会反

复发作。

4、破坏性和成长性。遭遇到心理危机的高职大学生若长

期处于身心失衡的状态，会引发各种身心疾病，甚至失去生活

的希望和勇气，因此心理危机对高职大学生生活质量的破坏

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埃里克森提出人的一生必须经历八

个阶段，每个阶段间的更替便是一次潜在的危机，如能顺利度

过则人格得到成长。因此，危险与机遇并存，在危机中高职大

学生拥有将自身转危为机的源动力，而每一次心理危机的成

功度过和有效转化是孵育高职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契机。

三、高职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类型

1、发展性危机。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此类危机属于成

长性危机，即每个人在自身正常的成长、发育、学习、生活、恋

爱、工作的不同成长阶段中遭遇到的外界客观变化而导致的

内在失衡引起的心理危机。就高职学生而言，这类危机大都

表现在恋爱危机、学习危机、就业危机上，这些危机都发生在

学生的不同的重要成长阶段，是走向成熟过程中必然伴随的

现象，是比较正常和常见的，同时也是可以预见的。

2、境遇性危机。它的发生并不是是常见并可以预见的，

最大特点是不可控、不可预见、不可抗，因此它给人带来的伤

害是突发意外的、灾难震撼的。对于高职学生而言，比如亲人

意外事故、遭遇重大疾病、人际暴力和冲突等，这样的心理危

机让人主观体验特别强烈，让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措手

不及。

3、存在性危机。此类危机是人体在成长中遇到的对自身

而言中最重要的事件，会引起个体内在的焦虑和烦恼。对于

高职学生而言，比如人生的意义，自我认知等，存在性危机关

系学生个体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个人心理健

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四、高职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

虽然危机事件和危机个体的表现千差万别，但是心理失

衡的个体通常都会有不良的情绪和行为表征：如抑郁、焦虑、

躯体行为异常等。具体可以从认知、情绪、行为、生理等方面

表现出来。

1、情绪失调。情绪是个体对外界事物的主观感受和态度

评价。陷入心理危机的高职学生在情绪上会表现出不稳定，

主要为焦虑、烦躁、紧张等。

2、认知障碍。认知也可以称为认识，是指人认识外界事

物的过程，或者说是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

信息加工的过程。当高职学生处于危机事件中时，感觉、知

觉、记忆、思维、想象、言语这些认知系统都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比如：失眠健忘、反应迟钝、感觉敏感等。

3、消极行为。是高职学生在遭遇重大事件后为使得身心

维持平衡才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比如：严重的酗酒、依赖

药物、抽烟、赌博、暴力逃避行为。

4、躯体症状。生理是机体在心理危机状态下，神经系统

对身体生理反应的调节功能会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身体免疫

力下降，如胸闷、头晕、睡眠质量差、梦魇、消化障碍、呼吸障

碍、紧张等。

五、高职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

当高职学生面对冲突和矛盾靠自身无法排解疏导时候，

容易产生焦虑、紧张、抑郁等不良情绪，严重的会造成心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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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直接导致心理危机的发生。但并不是每个外界刺激事件

的发生都会导致个体的心理危机。同一个危机事件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反应，会造成个人心理危机的最终原因并不是外

界的危机事件本身，而是个人对于危机事件的看法，当个人认

为危机事件对自身的有着重大威胁并且无力解决造成心理失

衡时，才能构成心理危机。并且，心理危机的程度与生活事件

的强度不一定成比例的，这是由个体对生活事件的认识、既往

经历、以及个体的应对能力等决定的。高职学生遭遇某个重

大事件后，最终是否会转变成心理危机，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

素影响。

1、个性特质。个性特质包括个性心理特征（气质、性格、

能力）和个性心理倾向性（需要、动机、兴趣等）。相对于性格

活泼外向的高职学生，性格内向孤僻的高职学生则更容易在

面对压力事件时产生不良情绪反应。个性中的认知特征也会

影响心理危机的产生，即高职学生对于危机事件的看法和观

点，以及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不合理的认知如绝对化、以偏概

全、糟糕至极等都会让高职学生陷入自责、抱怨、愤怒、痛苦等

的情绪旋涡里，容易走极端造成过激行为。

2、社会支持系统。高职学生在事件发生时候，拥有的社

会支持系统是否及时有效非常重要。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

统，对于提升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社

会支持既包括主观和客观，也包括物质和精神。对于高职学

生而言，社会支持的来源更多是从家庭（父母）、同学、朋友、恋

人、老师等，从家庭处可以得到有效的物质支持，同学恋人处

可以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朋友老师则是更多地提供信息支

持。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有效地预防心理危机的产生。

而社会支持较少，人际关系不良的高职学生则更容易在压力

事件发生时候孤单无助，内心苦闷因为无人倾听而无法排解，

哪怕是一件微小的负性事件都极有可能因为缺乏良好的社会

支持系统而产生心理危机。

3、应对方式。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所采

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应对方式受到学生个体特质和外界情

景的双重影响。面对压力事件，高职学生是采取消极逃避、否

定放弃还是主动面对，积极寻求帮助对于心理危机的产生有

着重要的影响。使用积极应对方式越多，心理问题就越少，而

使用消极应对方式越多，心理危机越容易产生。高职学生中

女生相对于男生更习惯于向他人求助，而男生则因为社会文

化性别角色更习惯于把问题放在心里自我消化。高职学生是

否能从过去的经历和经验中获取有效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

法来应对此次的危机事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找出危

机的起因可以确定危机预防管理的目标，提高危机预防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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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要求。关而且，从拓展能力培养的维度上来讲，不仅包括

了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的拓展与培养，还包括了学生实践能

力与思维拓展创新能力的培养，在现代化的形势下,学生作为

思想最为活跃的群体,想要学习的知识点皆可以通过多方位

的方式获取。通过企业提供的实训平台,所有的理论方面的

研究则可以转化为实践,且企业在相关技术方面取得的经验

与成就,也更可以作为创新的基础,有了基础做后盾,对于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起到的助推力则更大[2]。
（三）抓好校内综合实训课工作

将校内综合实训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且需要分散到整

个学期。实训课程教学的开展，一方面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实

践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学生通过实践对所学的理论知识

进行检验。从而及时发现理论学习中的不足和问题，采取针

对性的措施进行优化和完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普

遍的情况下，部分高职院校的实训课都是集中式的，都是统一

化抽出一定时间开展实训课。此种实训模式开展的时候，往

往学生已经把理论知识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再去开展实训，得

到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为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边

学习理论并边实践的方式，将是必须要主抓的方面[3]。
（四）开拓不同类型的校企合作模式

学校通过与企业建立合作的模式，使得企业能够提供相

应的暑期岗位给予学生进行实践，通过实践、实训工作的开

展，学生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同时

通过实践活动的开展，相应的理论知识更能够得到深入的消

化，记忆力方面也更深刻[4]。
通常情况下，学生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都存在落后于企

业，或与企业脱离的困窘之处。而通过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企

业中的一部分先进的技术，能够快速化地被学生接触并掌握，

待学生熟练掌握后，毕业后则可实现零培训进入到企业进行

工作的目的。

通过实践及实训工作的开展，学生有了一定的扎实技能

及工作经验，在毕业后找工作方面更加占据了优势，不再被迫

陷入毕业了因没有工作经验而找不到工作的尴尬之地。同时

企业也不用再为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而烦恼，不用再为辛苦

去培养新人而苦恼，最大化实现双方共赢的目的。

三、结语

协同创新理念的应用,符合并适应了当下高职院校培养

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同时，各院校需要积极地去通过不同的

方式，以获取此些优秀的资源，为己所用，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通过与其他社会资源方面、部分企业的合作，使得学校开展的

实践活动能够最大化实现与社会接轨。而作为高职院校的学

生，更是需要充分利用剩余不多的学习时间，积极学习理论知

识的同时，通过参加社团活动的方式、校外、校内实践活动的

方式，锻炼自己，使得自己能够更好地得到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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