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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旨在结合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院“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和思政工作经验探

讨高职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我院实行校企合作“订单式”办学模式，强

化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教育，实行学历教育和从业资格认证教育。此种办学模式为高职生在

心理适应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使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迎刃而解。我院的思政工作善于绕

开家庭教育的弊端，利用家庭力量，又善于利用学生力量解决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为

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更加轻松健康的外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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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时代所需要的高职人才，不仅要必备智力和能力素质,更要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⑴。

在近年的“两课”教学过程中，通过调研，发现高职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例如自我

约束能力较差、自我认识不明确、责任心不强、缺少对生活和学习等问题的热情等等一些问

题出现⑵。如何使他们摆脱心理困境、恢复心理平衡、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挫折的

承受力，不仅是心理工作者的任务，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如何利用心理健

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相互关联的特点，将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融入思想政治工作，创

造出一条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和新方向，从而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更具科学性，成为思

政工作者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院实行校企合作“订单式”办学模式，强化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教育，实行学历教育

和从业资格认证教育。以此为基础的教学和管理方式要求高职生应该必备同步的职业心理素

质和就业心理素养，因此这方面的心理培训和强化工作势必成为思政工作的研究之重。对于

高职思政工作中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探讨理论上需要我们往更深层次去挖掘问题的原因；

实践问题上要求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探索有效解决和改进措施，最终使高职生的心理状况更加

适应社会的发展。  

  本文旨在解决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进行一些探讨：第一，纠正高职生目前已有的特有的

心理问题（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心理状况）；第二，培养其欠缺但本就应有的心理素质（社

会的发展所要求的）。相应的具体问题及其诱因如下：  

  一、高职学生角色转变急剧而且频繁  

  两年学制使得学生面临连续三次的角色的急剧转变：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大二毕业

时从学到就业的转变；同时年龄特征给他们带来了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转变。角色转变需要相

应的心理适应，若没有及时、顺利的适应必然会出现心理问题。高职生怎样快速自觉的将自

身的心理调试到正确的位置上是一大难题，因此帮助学生实现这三次至关重要的角色转变成

为思政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部分学生存在轻视理论知识的心态  

  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思想的不断滋长影响了在校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部分学

生的“成功”理念就是“赚到大钱”。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个别成功企业主没有受过

“系统的学校教育”，一些富商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这种现象的存在使部分学生“意

识到”：只要有充分的“社会经验”和“灵活的大脑”就会取得耀人的成功，而 “文

化”“知识”等方面对于成功而言，可谓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若具备了更好，不具备也对成

功的取得没有太大干系。这种心态的存在致使部分学生缺乏应有的学习动力和兴趣。 

 三、家庭教育跟不上节奏的问题  



  教育问题中，家庭教育至关重要。但家庭教育现状不容乐观。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

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家长对孩子在生活上过于娇宠、学习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不良的

教育方式迄今为止都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孩子不良性格的形成，特别对于高职生来讲，他们

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自我意识过强、意志力薄弱以及缺乏必要的责任感等问题的出现是与

其本人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所以思政工作者有必要把工作对象的范围扩充到学生家长的身

上，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家长存在的错误心理心态。    

  四、其它常见性大学生心理问题  

  这类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以往的研究中已经被提及。在此，我们重在结合具体地区特征、

家庭特征等探寻其中的原因，利用我院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优势、特有的管理模式等一切可

能性资源，有针对性的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五、高职生必备的职业心理素养教育  

  培养高职生技术素质是高职院校的重要教学任务，对思政工作者来说，培养学生职业心

理素质成为重要工作内容和目标。同时，我院实行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和企业

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培养学生的职业心理素质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上列举了如今高职院校存在的学生心理健康及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于如何解决以

上问题，本文结合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具体的办学模式和几年思政工作的一些经验试作探讨。  

  1、我院实行校企合作“订单式”办学模式，强化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教育，实行学历教

育和从业资格认证教育。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高职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①这种办学模式要求学生有相应的职业心理素质和就业心理素养，同时也培养了学生

相应的职业心理素质和就业心理素养。②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中知识的学习和相应的实践紧

密结合，去除了学生的“老师所教知识不实用”的轻视理论的错误想法，从而相应的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③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让学生在学校中就能体会到走上社会、走上工

作岗位的辛苦，从而可以解决学生好高骛远、自我约束力太差、自我认识和定位等心理方面

的问题。④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使学生有机会和条件更早的体验社会生活，从而帮助他们

在思想和心理上顺利地实现和适应前面提到的三次身份转变。  

  2、软职学院思政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辅导员老师善于利用家庭力量有针对性的全面的

对学生实施教育。前文提到高职生的现存心理健康问题部分原因来自现代家庭教育的弊端，

因此，软职学院辅导员老师把大量工作放在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上，了解学生的具体家庭状况，

与家长共同分析探讨学生本人性格、心理等方面特点，帮助家长分析以往家庭教育中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建设性建议，针对具体问题寻找具体解决办法。  

  3、发挥学生的自觉性，让学生去解决学生的问题。经观察，相当部分学生已经敏锐地

觉察出本群体中存在的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及其重要性，所以在解决问题上他们具有很强的

积极性。学院“心理辅导站”利用这一事实发动学生成立了“心晴社团”，“新晴”社团主要成员

是班级心理委员及对此项工作感兴趣的学生。在学院心理辅导站的指导下，心情社团通过宣

传活动、团体辅导、开办知识讲座等活动，为本学院同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出了很大贡

献，也向我们显示出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学生力量的重要性。  

  以上内容结合我院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和思政工作的具体经验，针对我院学生存在的心

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其具体原因，在寻找有力可行的解决方案上进行了探讨。高职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改进和完善，需要学校、家庭、学生本人和社会等方面的共同努力，对于这

个问题，要求在态度上要高度重视和行动上要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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