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5

 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积极心理品质现状和对策研究

◎王丽丽
摘要：为了提高我国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质量，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学生的积

极心理品质是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积极心理品质的意义与表现、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积极心

理的因素、培养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积极心理品质的对策等方面进行阐述，并从高职院校的教学方式与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两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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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教育发展的重视，高职院

校迅速发展。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品质受

到了社会广泛关注。高职院校的学生对学

习缺乏兴趣，学生之间的兴趣爱好、性格

等个体差异较大。学生对学科认知不足，

有部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不端正，认为高

不成低不就的文凭含金量低，经常在学校

抱着“混日子”的态度。学生这样的想法

与学习状态不利于国家高职教育的发展，

而观其本质，学生的心理品质是影响学习

态度的重要因素。学生的心理问题是高职

院校辅导员或班主任要关注的任务之一，

教师应该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学生，让学生

有一个正确积极的心态，这样才能使学生

的心理健康有所保障。我国高职院校对学

生开展积极心理的教育有助于学生身心健

康的发展，促进学生全方面发展。所以高

职院校的教师应合理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学

生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地疏导。

一、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积极心理品质的意

义与表现

（一）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意义

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是社会的需要，

社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高素

质人才都是拥有积极品质的，学生是这个

社会的血液与未来。一个不具有优良品质

的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一个“定时

炸弹”。他们情绪不稳定，对社会带来了

潜在的危险。反之，一个具有优良品质的

高素质人才可以让社会良性发展。

 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是创建和谐校园

的重要条件。近年来，社会对高职校园的

环境更加关注，要求提高教学水平，营造

良好的校园环境。每年因为校园暴力，学

生抑郁轻生的报道不断。和谐的校园环境

具有催人奋进、积极向上、开拓创新的教

育力量。只有从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统筹发

展才能创立和谐的校园环境，即提高学生

的积极心理品质势在必行。

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是健康成长的保

障。高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家庭，学校，个

人情感等方面压力，其在身体与心理上都

需要得到健康发展。所以学生的心理教育

极其重要，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要求，我

们必须要塑造学生的优良品质。

（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表现

积极的心理品质表现在学生面对难

题的应对方式与态度与可以辨别是非对

错。在学校的学习生涯中，他们会努力

地学习文化课知识，对感兴趣的知识进

行探索。这也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存在的

最大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当他

们有了明确的定位、人生目标之后就会

改变自己的态度。班里的学习氛围也会

改变，从前晚自习学生们都是拿着手机

打游戏，现在学生晚自习会学习各专业

相关知识和技术，这种转变就说明学生

拥有了积极的心理品质。

学生情绪稳定。一个人的情绪与性

格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在学生

情绪稳定的情况下，学生在遇到问题时

会更加地慎重地解决问题，而不会是以

往的冲动。这种慎重带来的好处就是他

们更懂得思考明白后果。与此同时，他

们的稳定情绪可以带给他们的好处，就

是让他们不再浮躁，替代的是踏实。这

样可以避免学生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让

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大为改善。

学生的心理状态积极发展。皮特森和

罗利格曼把美德总结为六种核心美德，分

别是勇气、正义、智慧、卓越、仁慈、节制。

我们在学生们日常所能看到的品质都属于

显性品质，而内在的看不到的品质为隐性

品质。隐性品质是我们难以捕捉的，所以

我们恰恰要在这个方面下足功夫，只有这

样才可以保证学生的心理状态是积极健康

的，而学生心理状态积极的发展正是他们

人格的内在和谐。

二、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积极心理的因素 

在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的积极性心理因

素中，环境因素与对学生的自身的心理认

知最为主要。因为学生的心理具有潜在性，

所以学校在修正了学生的外在表现的心理

错误因素之后，要及时地关注学生们在心

理上的潜在性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在环境

因素中，主要是以学校为主。学校的治学

理念、教学管理、老师的素质水平都是影

响学生的心理的因素。学校对学生们的约

束也就是校园学生管理模式是一个重要因

素。在我国的高职院校中，有封闭式与半

封闭式管理。在这两种管理中，学生的大

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中度过，除了寒暑假，

所以我们对于影响因素的归因不包括社会

与家庭。在多种管理方式中，我们可以看

到半封闭式管理是最多的。学校的校风不

正、惰性管理、一刀切管理等负面因素极

大地影响了在校学生的心理状况，学生很

容易产生厌学情绪与心理上的负压。学校

只有具有严明的校规，对学生的处罚奖

励非常明确，营造良好的大环境，才能

使学生们更加适应学校，这个集体才会

向良性发展。只有当学生们都自觉遵守

学校的校规，在学校里才会有归属感与

安全感，才能让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

读书的兴趣。新时代背景下重视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的关键和核心。

学生的个人因素。每个学生的学习习

惯、性格是不相同的，因为学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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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个体之间具有差异性。有些学生在

教室中或在宿舍中具有不太好的习惯。这

部分学生需要教师及时了解，然后让班主

任或辅导员对其进行约谈，让其纠正或者

监督其改正，让学生之间的矛盾减少，及

时遏制冲突的苗头，避免其发展成为不可

调节的矛盾。有些学生的心理不太健康是

因为没有合理的调节，当一个学生的压力

过大时或与身边同学的差距过大时，他难

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我们只有溯其

本源、找到原因并且让学生认识到问题，

再用心理暗示与强化性训练等方式去引导

与疏导，让学生走出心理阴影或者心理认

知上的障碍，这样才能使学生的自我缺失

或意识认知不足得到完善。

三、培养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积极心理品质

的对策

（一）改变教学方式

高职院校中缺乏主要积极心理品质的

学生大多自卑、不自信，情绪萎靡，遇到

问题不懂得如何处理，这与传统的教学模

式息息相关。传统的教学模式总是向学生

灌输书本知识，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

考能力、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主创

新能力，然而 21 世纪，各行各业对人才

的需求量不仅大而且要求严格，在熟知书

本知识的同时，也看重人才的自主创新能

力，因此高职院校应当改变教学方式，着

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讲授知识需

要结合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不

仅学会知识，还要明白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教学工作中，高职院校的老师可以根据

学生的专业、性格、兴趣爱好等开设不同

的课程，这些课程除了文化课之外，还应

当包括实践课程，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

增强参与感，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逐

渐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在课堂上教

师可以观察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课堂表现，

课后与学生积极沟通，以挖掘学生的主要

积极心理品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此外，

高职院校还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

活动，展示积极向上的校风，营造充实有

趣的校园生活和浓厚的学习氛围，如支教、

到养老院探望老人、“三下乡”、演讲比

赛、知识竞赛等，从而培养学生的奉献精

神与社会责任感，在活动中引导他们养成

积极乐观的学习生活态度，促进他们积极

的心理品质的培养，全面提升他们的身心

综合素质。

（二）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很多高职院校通常比较注重理论教学

而忽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投入较小，没有开设专门的心

理课堂，没有设置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也

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导致课程的教

学质量差，教学效果不理想，使高职院校

的心理健康工作变成了一种形式，流于表

面。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将培养学生的主要

积极心理作为学校的重点任务，加大对心

理健康教育的资金投入，开设专门的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宣传心理健康知识以及调

节积极心理的技能，以帮助学生拥有积极

向上的心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效调

节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高职院校应当设立

心理咨询中心，鼓励学生咨询相关的心理

问题，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及时进行干预，

鼓励学生创办心理教育协会，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让学生不仅能在协会中交朋友，

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积极向上

的心理。并且心理协会可以成为师生之间

沟通的桥梁，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地干预。

在课余生活，协会可以开展心理知识竞赛、

心理素质拓展、心理手抄报大赛等各种有

关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让学生通过参与

活动，体验不一样的经历，学会从积极的

角度看问题，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培

育积极心理品质。 

四、结语

高职学生的积极心理状况是学生发展

的重要因素，他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有

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高职学生的积极心

理状况差异较大，主要趋于两极化。影响

他们的因素主要是学校层面与学生自身的

因素，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并且要求老师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关注。在高职学校内应该有着一定心理

咨询老师的配比，让学生们在有需要心理

咨询时及时进行咨询。老师应该对学生在

班会上开展相关的教育主题活动把学生的

不良心理及时遏制。在学校和学生的共同

努力下，推动高职院校学生的积极心理品

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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