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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改革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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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高职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能较好地促进学生在学校中正确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对生活、就业、学习和感情等心理问题指导，

全面建立坚强、自信、自尊、自强的良好心理品质。因此改革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既十分必要也是需要增加课程的趣味性、目标性

和创新性。本文以此为核心浅析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根据这种心理特点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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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大学生心理特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学科知识不牢固

高职大学生绝大多数成绩偏低，学习自主性差，对学习动机

及兴趣情绪偏低，偏科或偏向兴趣学习较多。

（二）实践操作能力较强

根据兴趣选择学习深入程度的现象较为普遍。高职大学生基础

学科成绩差强人意，却在操作性学习能力中表现较为突出，兴趣是

高职大学生选择专业的首要因素。兴趣是学习的领路者，高职大学

生对学习兴趣尤为看重更多偏向多样化、灵活性的教学方式。

（三）高职大学生容易被动接受学习方式而产生厌学情绪

高职大学生学习中自主性能力较差，意志力表现较为薄弱，

容易在学习中维持“三分钟热度”，因此教师加强学生课堂管理

提升课堂学习效果中高职大学生被动接受学习内容较多产生厌学

情绪也较为突出。

（四）灵活变通的能力较强是高职大学生较为突出的特点

虽然高职大学生学习方法单一，基础学科成绩不佳，却能够

灵活处理问题并提出多样性的答案和措施，是高职大学生较为突

出的表现之一。

二、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存在问题

（一）实践教学限制较为突出

课程设计不足以完全展现，活动内容也受到传统课堂的约束

和限制，对学生心理问题察觉之后，无法达到预期的课程目标和

课程要求。

（二）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一般多以传统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引

起学生学习心理学知识兴趣，学生对传统型角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厌倦、疲惫不堪、反感、敌对等消极情绪，不利于高职学生

启发式思考与创新性思维培养。

（三）教学效果理想与实际操作存在差异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围绕学生对身边普遍性心理问题展开

探讨和研究，在现有的模式和教学方法下，课程的效果并不如预期，

甚至大打折扣。很多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会因为对心理知识认识

的浅薄或者理解错位导致对个人心理问题的看法偏激，致使发生

惨剧。

三、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措施

（一）教学方法多样化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关注学生心理需求，帮助学生提高适

应环境能力、学习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因此，在课程教学中适度加大对课程知识理论性内容讲解并灵活

应用团体活动课、心理测试、心理剧表演、心理问题辩论会等方

式丰富课程内容引人入胜。这些丰富灵活的教学方法能更好的促

进课堂中师生关系的和谐性，形成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帮助学

生深入学习心理学的知识助人自助提升高职大学生心理素质。

（二）课堂教学内容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因此，将在课堂中

学习到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可以利用职业高

校的学 - 实践 - 学的这一特点，结合大学生假期实践活动、实习

实践让学生及时参与到社会、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去参与社会实践

活动全面培养高职大学生心理发展与职业相匹配。

（三）关注高职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评价

为了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正确任何和对自我

的发展，更好的实现学生心理健康的目标，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校院领导和学校心理健康辅导老师要多关注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的评价以及反馈。及时的帮助心理辅导老师了解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教学的掌握，更好的把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整体认识，

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正，以适合学生的学习特点为核心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

（四）利用多种媒体宣传心理健康知识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信息化时代的影响是非

常广泛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可以利用网络、微信公众号等

多种新型模式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开展线上教学直播与线下学习

相结合全面提升高职大学生心理素质。

（五）课程考核多样化

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仅改革教学方法和模式，还应该在

课程考核上进行改变。可以在课程考核中加入看、听、感受、参

与实践，采用多样化的考核题目提升学生投入心理健康实践活动

的积极性、参与性、活动性以及创新性，全面掌握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保持较高水平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应了解高职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的现状，通过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运用多种

考核手段，帮助当代学生树立健康的心理意识、掌握心理调试的

方法，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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