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４卷 第１期

２　０　１　４年３月

陕 西 国 防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

Ｍａｒ．２　０　１　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何峻松（１９６７－），男，湖北鄂州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管理。Ｅ－ｍａｉｌ：ｘｊｄｆｇｈ＠１６３．ｃｏｍ

幼师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与对策

何峻松
（鄂州经贸职业学院，湖北 鄂州　４３６０００）

摘　要：本文针对幼师专业学生心理健康展开分析，对 学 校 开 展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提 出 优 化 校 园 环 境、培 养 学 生 进 行 情

感的自我疏导等建议，以提高幼师专业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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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当代大学生所具有的基本素

质，特别是近年来，关于幼师的负面新闻不断涌现，

如浙江温岭幼儿教师“虐童”事件，就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人们在谴责当事教师的同时也对当下的

幼教职业产生了质疑。为此幼师学生在校期间心理

素质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塑造，不仅关系到将来自身

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

未来。为了加强幼师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就必须对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 分 析 研 究，寻 找 操 作 性 较 强 的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模式［１］。

１　幼师学生心理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１　学习目的不明确

幼师学生是处于被教育忽视的弱势群体，这就

导致了这些学生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首先是学习

动机不明确。加上学校对学生成绩要求不是特别严

格，所以进入幼师学习的学生，成绩都较为平平，上

进心不高。有的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学习，只是一味的苦学。学习目

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有的学生还排斥文化课

程的学习，对自己不负责任；还有些学生家庭条件较

差，认为学习是惟一的出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找

到一个好工作，改变家庭情况，因而学习压力较大，

这也容易给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

１．２　人际关系的困惑

现代社会要求学生掌握必须的人际沟通技能、
交往技巧，努力处理好人际关系。但是幼师学生在

人际关系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欠缺：首先，幼师学生

大部分都是女 生，９０后 出 生 的 女 生 偏 多，有 些 学 生

从小养成任性、霸道、自私、争强好胜心态，生活中互

相攀比、遇到事情喜欢计较、不肯让步。所以相处起

来会有一定的困难，价值来自祖国各地，出身不同、

家庭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如何彼此相处就显得

特别困惑。

１．３　情感问题的纠缠

幼师学生大都是女生，进入幼师学习时，她们刚

好进入恋爱期，对异性已萌发了爱慕之情。加上社

会和影视、文学等内容的影响，她们难免会产生爱意

和情感上的骚动。但幼师学生女性偏多，难以满足

她们对异性爱慕的追求，有的甚至开始通过对青年

男教师的单恋来释放自己的感情，更有甚者还出现

了同性恋。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少的怪异想法和

在行为上产生了许多不轨现象。这个特殊环境使得

学生的 情 感 得 不 到 有 效 地 满 足，很 容 易 产 生 心 理

问题［２］。

２　幼师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

幼师学生存在的上述心理问题，既有内在因素，



也有外在因素。而外在因素主要是学校、家庭、社会

这三方面的综合影响。

２．１　学校教育的缺失

幼师学生大都是９０后的独生子女，在进校之前

大都由父母照顾其生活，她们是家庭的小皇帝、小公

主。进入学校后所有的衣、食、住、行全都要自主应

对，包括生活用品的采购，以及日常生活过程中所需

要的各种活动，都得自己完成。这种变化使得她们

一时间不能适应。对家长的依赖性与学校生活的不

适应给她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障碍。学校只注重文

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许多学校既没有专职的心理教育教师，又没

有专设心理辅导机构，也没有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的

课程。所以学生的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的排解和有

效的疏通，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健康问题。

２．２　家庭教育的偏颇

家庭是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社会的

基本细胞。家庭环境和教育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

心的健康。

学生中不少父母因各种原因离异，一些学生处

于单亲家庭 生 活 状 体，从 小 缺 乏 有 效 的 家 庭 关 怀。

这对幼师学生来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缺乏健

全家庭带来的温暖，学生的社会化就出现了很大的

问题，有些学生不愿意与别人交流沟通、不热情、不

合群、不随缘，思想自己父母婚姻不圆满，自己将来

怎么办？从而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３］。加上家庭教

育方式单一、方法偏颇，只强调好好学习，忽视如何

做人的道 理 教 育。在 这 些 缺 少 了 家 庭 教 育 的 客 观

性、全面性和经常性的情况下，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

到缓解和释放，容易产生偏颇。

３．３　社会上负面信息的影响

人的言行是伴随着社会舆论一同前行的，广播

影视、大众传媒起着引领社会风尚的导向作用。这

些作用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有些不真

实的消息和负面信息带给人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深远的。由于幼师学生年龄小、阅历浅，社会经验缺

乏，还没有进入社会磨练，很容易受到上传媒舆论的

影响。

在目前，社 会 上 资 源 配 置 不 公 平、待 遇 差 距 较

大，幼师学 生 毕 业 之 后 又 面 临 着 严 峻 的 就 业 问 题。

供需不平衡的现状使得幼师学生的就业压力较大，

竞争越来越激烈，容易给幼师学生造成心理冲击和

重压。

３　幼师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措施

幼师学生在学校期间，正是心理容易出现问题

的重要时期，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成熟的

心理素质，关 系 到 其 将 来 的 职 业 生 涯 和 终 生 幸 福。

所以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解决幼师学生心理上存

在的种种问题。

３．１　优化校园环境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育人活动，

美化净化校园环境，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强化思想政

治工作，充实思想教育工作的队伍，健全学生管理制

度。使教育内容与改善学生心理健康有效结，将心

理健康程度纳入幼师教育的任务当中。努力优化校

园环境，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３．２　营造家庭教育氛围

学校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教育的配合，家长对

于学生心理健康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一定要给

学生一个温馨的家庭，学校要增开家长专线、家庭访

问等及时的了解学生家庭状况，解答家长的疑难和

困惑。重视家庭活动对学生的影响，家长要努力构

建和睦的家庭氛围加强学校、家庭与学生三方面之

间的沟通［４］。

３．３　社会合力育人

首先应当从政府层面出发，规范大众传媒的导

向作用。并且要提高创作者的自身素养，提高社会

传媒的准确性和责任感；其次，要积极的改善幼师学

生的工作环境，减小就业压力给学生心理带来的负

担。鼓励他们积极的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社会适应

能力。

３．４　培养学生学会自我心理调适

首先要引导学生认清自身的价值，珍惜自己的

未来。其次 要 引 导 学 生 积 极 的 展 现 自 己 的 人 格 魅

力，培养积极进取、一心向善的理想人格。再次要培

养自己对育人艺术的崇尚，对育人艺术的崇尚会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人的生活品味与思想境界。最后，

要引 导 学 生 养 成 自 尊、自 爱、自 信、自 强 的 人 格 气

息［５］。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做人，全心全意的为

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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