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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国家卫计委、中宣部等 22个部门共同印发了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文件之后，几乎所有的

高校都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人才培养计划。民办高职院校是高

等教育体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教育类型，其招生方式、办学模

式及人才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学校有所不同。因此，了解民办

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

义。它不仅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学习及生活状态、个

人综合素质发展等方面，也关系到民办高职院校自身发展与

建设。

一、基于2021年问卷调查的人文艺术学院大学生心理健

康现状

（一）研究目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民办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心理健康

教育状况，从而进一步掌握民办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特点，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为研究和实施心理健

康教育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从整体上提升民办高职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启示。，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自编问卷的形式，随机选取了江苏某民办高职

院校大一 、大二、大三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

进行网络问卷调查。

（三）问卷设计与调查

项目组在三个年级实际发放问卷330份，回收问卷后剔除

无效问卷，其中纳入统计的有效问卷共计317份，在2019级发

放问卷61份；在2020级发放问卷125份；在2021级发放问卷

131份，有效应答率为 96.06 %。其中男生 137人，女生 180

人，学生年龄在18-23岁。

本研究在查阅了国内外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自编了

《民办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问卷》，其中基本资料有2

个题目，分别是性别、所在年级，问卷主体有 18 个题目，主

要按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认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内

容、教学形式及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影响因素等不同方面问题进

行编排。为了确保尽可能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我们在发放问

卷之前都与填写问卷的学生进行了情况说明，向学生介绍调查

的目的，采用匿名填写的方式收集数据，减少学生的答题顾

虑，回收后对每一份问卷都进行了有效性检查。本研究所有的

数据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统计

分析。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问卷调查及统计结果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表，见表1

此次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匿名填写的方式收集数据，对参

与调研的同学心理健康现状作详细了解。

表1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表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分析

学生心理健康现状数据显示：该校13.88%的学生经常产

生心理压力，70.35%的学生偶尔产生心理压力，仅15.77%的

学生从未有过心理压力。

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调查表明：该校61.25%的

学生非常清楚心理健康的概念，38.75%的学生蒙眬了解心理

健康的概念。79.5%的学生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很重要，仅有

2.21%的学生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可有可无，可见学生对于心理

健康教育的重视。

民办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曹丽丽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由于民办高职院校入校门槛较低、生源素质参差不齐、学习能力高低不一，学生心理特点也较为复杂。

为了对民办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进行探索研究，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以江苏某民办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

对象，分析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存在的心理问题。针对现状和原因，本文从革新观念、消除误区，提高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认识；构建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模式；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体系等方面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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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形式，调查表明：学生通过学校心理

健康课程获取心理健康知识占47.95%，所占比重不高，说明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有待进一步加强，教学形式有待丰

富完善，此外，学生也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获取心理健康知

识，所占比重42.9%，通过其他课程获取心理知识所占比重

9.15%。

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调查表明：学生遇到心理问

题时，40.69%的学生很愿意去寻求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帮助，

40.69% 的学生一般愿意去寻求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帮助，

11.67%的学生不太愿意寻求心理咨询，甚至6.94%很不愿意寻

求心理咨询。因此，说明学生虽然能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必

要性，但具体遇到心理问题时，学生不会立刻寻求心理咨询，

导致心理健康教育未见其成效。50.47%的学生认识并信任本

学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老师，所占比重不高。

对心理素质的主要决定因素，调查表明：21.45%的学生

认为主要由先天心理素质决定。39.75%的学生认为心理素质

主要由后天家庭环境所影响，30.6%的学生认为心理素质主要

由社会因素所影响，8.2%的学生认为心理健康素质与受教育

程度有关。

三、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相关因素分析

根据对民办高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调查可以得知其心

理健康状态，具体情况见表 2。

表2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描述性统计

经统计分析，63.41%的学生认为学业压力、学习成绩不

理想、专业知识薄弱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部分学生进

入大学后思想涣散，学习动力减退，认为学习枯燥并因此厌

学，从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也有部分同学在学业上给自己设

定较高的目标，然而因为学习方法的不当，学习能力上的欠

缺，认为自己的努力与收获不成正比，由此产生较大的心理落

差，最终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59.62%的学生认为严峻的就

业形势，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是影响心理健康状态的重要因

素，就业压力在毕业生中最为突出。23.97%的学生不能较好

的适应大学生活，大学生适应心理问题主要体现在新生，新生

入校后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同学、新的课程内容及学

习方式难免会无所适从，尤其是少部分独生子女缺乏独立生活

的能力，更是难以适应新的校园生活。37.22%的学生容易出

现焦虑心理，主要原因来自于父母及老师过高的期望。30.6%

的学生认为个人情感问题，诸如恋爱不成功等影响到心理健康

水平，一些大学生因为校园生活空虚单调，为寻求精神危机而

选择与异性进行交往，甚至有学生因为身边没有异性朋友而自

惭形秽，很多大学生虽然身体发育已经成熟，但是由于大学生

恋爱与性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在面对感情问题时因处理不

当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障碍。

四、该校大学生面对情绪问题时如何应对的调查

根据对该校大学生当遇到有自己不能排解的心理压力和烦

心事时的应对方法调查，调查结果见表3。

表3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描述性统计

该校大学生当遇到有自己不能排解的心理压力和烦心事时

的应对方法，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向知心朋友述说”是该校

大学生排解心理压力的最多选择，所占比重52.37%；其次是

自己“找某种方式发泄”16.72% 的学生选择“憋在心里不

说”，仅有6.31%的学生选择“找家长寻求帮助。调查数据显

示，存在心理问题的大学生不在少数，但是学生缺乏积极应对

心理问题的意识，原因可能在于该校心理咨询工作力度不足，

学生对心理咨询工作没有太多的认识和了解。极少学生在遇到

心理问题时会寻求父母的帮助，这可能与极端的家庭教育理念

相关，有对孩子放任不管的家庭，也有对孩子苛责管教的家

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信任逐渐丧失。

五、民办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策略

（一）革新观念，提高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是民办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

容，正确认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首先取决于观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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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各界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

识存在一定的误区，经常将“心理问题”等同于“精神问题”，

“神经问题”，大脑有问题”等，在这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很

多人都用“有色眼镜”看待有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人，从而

使得这类人群在学习生活及社会交往中得不到平等相待，甚至

遭到歧视。大学生即使知道自己可能存在心理问题也会刻意隐

瞒，更别说向朋辈倾述，或者到学校心理咨询工作室进行相关

咨询。因此，必须及时更新观念，正确认识心理健康教育，将

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贯彻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各门课程、各

种活动中去，提高教育工作者及大学生对心理问题的认识，开

拓心理健康教育的新途径，引导学生树立预防心理障碍的自我

救护意识。

（二）构建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模式

由表2可以看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主要因素包

括学业压力、入校适应、父母及老师的期望、人际交往等。因

此，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一

项系统性的工程，必须要改变以往单一教育主体的教育模式。

首先，学校作为主要的教育实施主体，要正确的定位心理健康

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学校可以通过课堂教学、

社会实践和综合评价等方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心理状

况，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的优势和不足。其次，家庭作为个体

生命成长的摇篮，它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家长可以通过网络、家长群或者心理协会等途径学

习心理知识，掌握沟通技巧，赢得孩子的信任，从而在孩子遇

到心理压力或烦心事时能够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最后，社

会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保障，社区可通过心理健康知识宣

讲、组织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活动，帮助营造良好的社会风

气。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合力，有效地构建了多渠道、

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三）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体系

大学生群体，一个看似轻松，事实上却承担巨大心理压力

的群体，学业、家庭、情感、就业等多重压力之下，大学生心

理健康已经告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体系应包括基础的

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健康的评价、常见的心理异常、大学生情

绪管理与调适及心理危机应对和自我完善方法等内容。

基于民办高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和民办高职教育的特

点，笔者认为民办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体系还应包含如

下知识：一是新生入校适应性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启

蒙教育、生活适应教育、个人成长教育、所学专业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等内容，帮助新生做好角色的转变，引导新生更好地

适应大学生活。二是学习心理指导。民办高职生的学习基础较

差，学习能力较弱，学习目标不明确。因此，要改革教学模

式，帮助学生培养学习兴趣，明确学习目标，掌握科学高效的

学习方法，从而更好的完成学业。三是恋爱与性心理教育。主

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充分认识到两性的差异，建立健康友爱的男

女同学关系，树立正确的择偶价值观。四是就业心理指导。主

要是为了帮助学生正视严峻的就业形势，客观分析个人能力，

培养学生“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就业观，及时调整求职

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良心态。此外，引导学生设定职业期望，不

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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