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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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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各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进展，笔者对陕西省２１所中职学

校３８６２名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并以半开放式问卷的方式收集了同学校３２名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对于

其所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状况的评价和意见。结果发现，近２０％的中职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具体表现为学习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存在消极的心理状态。同时，各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体制还不够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存在明显

的困难。面对中职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笔者在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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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转折时

期，随着学习生活由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变，发展

方向由升学为主向就业为主转变，以及将直接面对

社会和职业的选择，他们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难免

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或问题，学校应该加强心

理健康教育，寓心理健康教育于班级管理及教学中，

以促进中职学生身心健康，使其全面发展［１］。

学生心理健康是学生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学校

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考虑到上述现状和问

题，我们认为有必要以科学、全面的角度了解现阶段

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状况，以更好地配合学校安

全工作和和谐校园的建设。同时，还需充分分析中

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为进一步推

动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以及为心理

健康教育体制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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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概况

（一）调查对象

首先，以陕西省２１所中职学校，近５０个专业

（电焊、模具、汽修、幼教、中餐、韩语、护理、计算机、

电子商务等）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调查问卷》以了解中职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其中男生１７９６人，女生１８１２人，未填

写性别８０人。年龄范围１４－２１岁，平均年龄１７．

４２岁。

其次，以同学校３２名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为调

查对象，发放《中等职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

表》以了解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状况。

（二）调查方法

学生调查问卷：结合所学专业和男女生比例进

行抽样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问卷

当场发放当场收回。

教师调查问卷：对各校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进

行问卷调查，以学校为单位发放问卷，问卷当场发放

当场收回。

（三）调查工具

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参考专业心理测评软件，编

制标准化问卷《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调

查问卷》，共５０道题目，采用５点评分，调查问题涉

及学习问题、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心理状

态五个部分。

结合心理专兼职教师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状况

的了解以及现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编制半开放式

问卷《中等职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表》，共

１５个项目，涉及学校基本状况、心理教育工作开展

状况、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问题以及对工作现

状的意见和建议等内容。

调查问卷结果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

（一）中职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调查统计

１．学习问题

表１　中职学生常见学习问题的调查统计

厌学情绪％ 学习能力差％ 学习计划缺乏％

总是 ４．９ ４．０ １１．１

经常 １２．６ １６．８ ２３．２

较多 ２６．４ ４９．３ ３７．５

偶尔 ５１．４ ２９．８ ２６．６

从不 ４．７ ０．１ １．６

　　如表１所示，中职学生中常见的学习问题包括

厌学情绪强烈、学习能力较差以及缺乏科学良好的

学习计划。其中，近一半的学生出现过明显的厌学

情绪（４３．９％），具体表现为厌烦学习或期望尽快离

开学校。一多半的学生较多时间出现过学习能力不

佳的状态（７０．１％），具体表现为上课走神、不会整理

学习笔记、听不懂、记不住、思想抛锚等。大部分学

生较多时间不能很好地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学习内容

（７１．８％），表现为不能明确学习目标，不能制定切实

可行的学习计划，荒废时间，不能独立完成学习任

务等。

２．家庭关系

表２　中职学生常见家庭关系问题的调查统计

父母不

喜欢我％

为小事

挨打％

想离家

出走％

得不到

表扬％

父母要

求高％

总是 ２．１ ２．８ ３．９ ４．１ ３．６

经常 ２．２ ３．５ ３．６ ５．９ ４．８

较多 ４．０ ４．９ ６．２ １１．４ １０．５

偶尔 ２２．３ ３４．５ ２８．５ ４２．１ ４１．８

从不 ６９．４ ５４．３ ５７．８ ３６．５ ３９．３

　　表２列举了中职学生面对的常见家庭关系问

题，主要表现为其与父母之间的问题，以及父母的家

庭教养方式问题。可以发现，有一部分学生家长存

在明显的教养方式偏差，他们会为小事惩罚孩子，不

会使用表扬的方式鼓励安抚孩子，并且对孩子抱有

过高的期望。因此，往往会给孩子带来父母不爱自

己的错觉，甚至会使其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造成

这种家庭教养方式的偏差主要原因在于，中职学生

大多来自于农村，其父母受教育程度有限，并且不具

备心理健康意识，因此无法为孩子营造积极温暖的

家庭氛围，也不能及时化解和孩子之间的矛盾。

３．师生关系

表３　中职学生常见师生关系问题的调查统计

老师不

喜欢我

％

害怕

老师％

受到不

公正对

待％

为躲开某

老师而换

班％

讨厌某老

师而不愿

上他的课

％

总是 ４．４ ３．６ ４．４ ３．２ ４．０

经常 ５．２ ４．４ ３．６ ３．１ ３．８

较多 １０．９ ８．３ ７．６ ５．４ ７．６

偶尔 ４４．４ ３７．８ ３２．７ ２５．７ ３４．５

从不 ３５．１ ４５．９ ５１．７ ６２．６ ５０．１

　　如表３所示，中职学生与中职教师之间的师生

关系总体来看是比较和谐的，仅有少部分学生会对

老师产生敌对情绪。这部分学生多为问题学生，存

在强烈的青春期叛逆心理。这些学生需要得到老师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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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老师需采取合理的方式与其沟通，加深了

解，增加关爱，以化解矛盾。

４．同学关系

表４　中职学生常见同学关系问题的调查统计

同学中

朋友很

少％

班级活

动中单

独行动

％

被孤立

感％

同学中

有对立

面％

不容忍

别人超

过自己

％

交往不

吃亏原

则％

总是 ３．８ ３．８ ４．２ ３．２ １．９ １．８

经常 ４．２ ４．０ ３．８ ３．３ ２．７ １．８

较多 １０．０ ７．２ ６．５ ８．８ ５．８ ５．１

偶尔 ３２．９ ３１．２ ３７．２ ５８．１ ２９．４ ３０．８

从不 ４９．１ ５３．８ ４８．３ ２６．６ ６０．２ ６０．５

　　表４列举了中职学生常见的同学关系问题，可

以发现，大部分学生能够很好地与同学相处，并融入

集体中。但部分学生存在明显的人际关系问题，表

现为无法发展亲密朋友，无法融入班集体，特立独

行，时常感觉到被他人孤立，并心存敌意。分析其原

因可能在于个人的人格发展不平衡以及不良的交友

信念。对于这部分学生教师需要从其家庭环境，学

校环境，同辈群体环境着手了解其人格不平衡发展

原因，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温暖。

５．消极心理状态

表５　中职学生常见消极心理状态的调查统计

多疑

％

紧张

％

无法控

制脾气

％

自卑

％

自我

评价

低％

性困

扰％

消极

厌世

％

总是 １．５ ２．１ ２．０ ２．８ １．８ １．６ ２．１

经常 ６．１ ８．１ ６．８ ６．６ ６．５ ３．５ ３．９

较多 ２４．０ ２４．６ ２０．０ ２０．５ １９．５ １２．５ １２．５

偶尔 ５７．３ ５４．０ ５６．１ ４８．７ ５２．１ ４４．０ ４７．５

从不 １１．１ １１．２ ５１．１ ２１．４ ２０．１ ３８．４ ３４．０

　　表５列举了中职学生常见的消极心理状态，其

中多疑、紧张、自卑、自我评价低为较多出现的四种

消极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疑虑别人说自己坏话、考

试紧张、人多场合说话紧张、认为自己不如人、在同

学面前感觉自卑等。调查发现常出现上述心理状态

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拮据，从而使其

产生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并容易引发多疑紧张等情

绪状态。面对这些学生，教师需要给与其足够的关

心和帮助，多与其交流，并积极关注他们，鼓励他们

多参加集体活动，更好地融入集体，享受老师和同学

的关爱。此外，脾气暴躁、两性关系困扰、以及消极

厌世也是常见的几种消极心理状态，这主要与中职

学生的身心发展状态相关。中职学生多为１４－１９

岁的青少年，其生理以及心理处于发生重大转变的

关键时期，因此其具备很强的叛逆心理，情绪不稳

定，脾气暴躁，失落感与独立感并存等，从而容易受

到不良心理状态的困扰。这就需要教师针对学生的

特殊身心状态有针对性地解决其心理健康问题。

（二）中职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

调查显示，所调查的中职学校中，有３７．５％的

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有３８．１％的学校

真正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但仅有１９．０％的学

校以正规的个别辅导方式进行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工

作，其他多以选修课、班会、讲座等非针对性的形式

展开。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共计２７４人，但具

有心理咨询专业背景或心理学相关专业背景的专职

教师仅８人，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的专职教师

１５人，所占百分比不到全体从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的４％。此外，仅４４％的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对其所

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受重视程度予以了肯定，

即一多半教师认为其所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

未受到校领导以及普通教师的重视和关注。

对上一学年内（以问卷调查时为准）学生心理问

题和行为问题处理方式的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共有

６名学生因精神疾病转入精神卫生机构，７名学生转

入心理卫生机构进行心理咨询和疏导，共计７０名学

生接受了学校心理辅导机构的心理咨询，３０名学生

因心理问题退学，１３５名学生因行为问题受到处分，

非正常死亡２人。

美国咨询心理学专家认为，一般２５０～４００名学

生配备一名咨询人员最为合适。而目前在我国，一

所学校能够配备一名专业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都不

多见。目前我国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大多数

是兼职人员，这些人员或许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

乏系统的心理教育理论。从实际效果看，其中大多

数也很难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三）教师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及对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建议

通过分析由教师填写的《中等职业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现状调查表》，我们发现，现阶段中职学生常

见的心理问题包括：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交往

困扰、青春期情感困扰、缺乏自信、焦虑紧张等情绪

问题。其与学生自评量表的结果基本一致。此外，

中职学生常见的行为问题包括：逃学厌学、迟到旷

课、抽烟喝酒、沉迷网络、早恋、打架斗殴、违法犯罪

等。导致这些心理和行为问题有主观和客观等方面

的原因。

本次调查还收集了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对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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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七个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１）需要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２）加强

心理学人才输入；（３）加强相关部门的督导和评估；

（４）提高领导以及师生的心理健康意识；（５）加强心

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宣传；（６）增加专项资金的投入，

建立规范的心理辅导室；（７）建立完善的学生心理健

康档案。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概况及原因分析

１．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概况

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近２０％的中职学生存在

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学习问

题、人际关系问题（父母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

以及存在消极心理状态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

于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中职学生的特殊性。中职学生

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正处于生理、心理飞速发展的

关键转折期，由于多种原因，其学习成绩与大多数高

中生相比有较大差距，更为显著的差异表现在学习

动机、学习能力、学习技巧以及情感、意志、个性等方

面。中职学生普遍具有以下心理特点：（１）厌倦学

习。中考竞争中失利以及学习上的多次失败使得他

们对学习没有兴趣，习得性无助从而放任自流。（２）

自信心差。不敢大胆地做事，总认为自己不可能把

事情做好，即使做了也不能坚持下去，遇到困难容易

退缩，严重的甚至自暴自弃。（３）逆反心理较强。在

接受老师和家长批评教育过程中容易产生逆反心

理，有时会故意和师长对着干。（４）情绪不稳定。脾

气易暴躁，时而兴奋时而消沉。（５）心灵空虚。缺乏

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普遍感觉生活无聊，于是通过

上网、抽烟、早恋等方式来消磨时间，填充空虚的心

灵，个别的因此而酿成大错。（６）存在人际交往障

碍。有意无意地封闭自己，走不出个人狭小的圈子。

２．造成中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分析

（１）生理因素。中职学生正处于第二个生长高

峰，生理上由发育走向成熟。生理上的剧变，必然带

来心理上的激荡，然而心理发展水平大大滞后于生

理上的成熟。他们阅历浅，知识和经验不足，认识

力、理解力、思维力都远远落后于成年人，他们很难

正确地面对思想上、学习上遇到的各种困难。这种

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的不平衡使青少年出现许多困

惑、烦恼。

（２）家庭因素。许多家庭的教育存在不同程度

的问题，家长们或要求过高，或无比溺爱，或不多过

问，无法理解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的某些想法或做法，

造成与子女的关系不融洽，使得学生个性和心理发

展不健全。一部分学生父母离异或家庭困难，感受

不到家庭温暖，心理负担更为沉重。在现代中国，以

独生子女为特征的“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的主流，家

庭教育中普遍存在重视智育发展，轻视思想心理教

育的现象，学生普遍协调能力、适应能力、受挫能力

较差［２］。

（３）学校因素。中职学校的教育工作重智育，轻

德育；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尖子生，轻后进

生。学校生活内容、方式单一，许多学生对学习深感

枯燥、乏味，心理恐慌，信心不足，视课堂为牢狱，视

学习为苦差事。本以为到新的环境中可以重新开

始，却由于一些中职学校的教学管理形式依然沿用

中学，很多学生没有办法在新环境中树立自信。在

学校里，学生们迫切希望得到了解，沟通信息、表现

自我、寄托情感，他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精力充

沛、人际交往的需要极为强烈，交往成为学生们生活

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生之间的磨合成为一个新的问

题。而一些老师忽视学生心理特点，在教育学生时

采用不当的方法，体罚、心罚学生，损伤学生的自尊

心，使不少学生产生压抑、烦躁、缺乏生活兴趣、性格

不开朗等心理倾向，尤其是学生感到失望、自卑、忧

虑、孤独的现象更为普遍［３］。

（４）社会因素。社会日新月异的急速发展和变

革，各种不良思潮和矛盾对职校学生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中职生社会竞争加剧，就业市场更加不景气，

毕业时的就业状况和入学时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

面对求职时理想与现实、专业和爱好、职业与地域、

经济实惠与发挥专业特长等方面的矛盾，使学生们

无所适从，形成心理压力，往往让学生们产生困惑、

迷茫、不满和内疚等心理［４］。社会中腐朽的思想意

识、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对社会风气具有毒化的作

用，而不良的社会风气对中职学生的负面影响不可

小觑。

（二）进一步推进中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建议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

展，提高其应对挫折、匹配职业、适应社会的能力；帮

助解决学生遇到的心理困惑和心理行为问题，并给

予科学有效的心理辅导与咨询，提高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这项工作的开展以及工作体系的完善需要

整个社会、学校、家庭、老师以及学生的支持和合作。

（下转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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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版的蒙娜丽莎，有拉长版的蒙娜丽莎，有外星人

版蒙娜丽莎，还有加了胡子版本的蒙娜丽莎。网络

的娱乐性渗入经典作品中，或是为了产生戏剧性的

娱乐效果，或是为了广告创意的宣传。但这些艺术

的生命力都很短暂，通过经典产生经典在一次次的

实践中失败。

除了在艺术领域，当今的社会状态也以“消费、

快节奏、快感”为追求。世俗的力量向人类的精神世

界入侵，利用破碎、扭曲、断裂的形式去表现内心的

狂躁与不安。这也可以作为理解为什么现在的人们

喜欢做冒险的事情，看惊险的好莱坞大片，即便是千

遍一律的情节，仍然会受到人们的追捧。一些大众

的世俗的、商业功利性的、机械地复制逐渐取代了独

一无二的传统艺术，这与达芬奇所倡导的用心灵与

理智去感受自然相违背。在如今物欲满足和感官冲

击力的理念中，借助刺激、冒险随心所欲的发泄内心

积压的情感，但一番宣泄后，我们是否想过什么是一

种美好健康的情感呢？这时自然、经典或许可以成

为治愈人内心的良药。我们可以适当地放慢甚至是

停止前进的脚步，感受自然的美妙，寻找经典作品的

和谐美感。这里，我们可以想到静穆的古希腊艺术，

其中的伟大、高贵，让人看到一种坚贞的力量，体会

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热爱与尊重。我们也可

以想到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复兴古希腊艺术，从古

希腊艺术中找寻人的价值。

艺术需要创作，需要超越，就像达芬奇所表达的

那样，艺术要反映自然，但不做自然的翻版，一样的

事物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艺术家要注重自身道

德与艺术修养的提高。作为现代人要注重创新精神

与创造能力的培养，培养与当代和未来社会相适应

的艺术设计与精神，培养具有时代特色、适应时代需

求的达芬奇般的绘画艺术大师。要在雅俗共赏中找

到自己心灵的慰藉，避免人云亦云，在适当的时候学

会感受经典，体会人与自然的力量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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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将心理健康教

育纳入德育课程体系之中，从而提高师生的心理健

康意识，树立心理健康观念。

其次，培养及吸纳心理专职教师。开展正规的

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学校要建立心理咨询（辅导）

室，并通过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心理行为训练、开设

热线电话等形式，对学生的心理行为问题给予指导，

帮助他们排解心理困惑。

第三，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对中等职业学校的

督导评估范围，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培训。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当地和

学校的师资培养培训计划，重点培训从事心理健康

教育的骨干教师，提高他们的专业理论与操作技能

水平。

第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和

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开展各种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

动，使维护心理健康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第五，建立学校与家庭沟通机制，通过家长学

校、家长会等形式，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使学校

和家庭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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