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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认为刚进入技工学校的学生学习与生活在发生变化，老师要从

思想上正确地引导他们，生活上要关心他们，学习上要帮助他们，让他们顺利地

渡过转型时期。  

  【关键词】技校教育 ;   心理疏导    

 

  一、技校学生心理特点  

  第一年是技校学生在校学习与生活转型时期的关键的一年，可以说，技校学

生是一个容易出现动荡和茫然的时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帮助他们

克服心理因素，树立良好的职业观、道德观、培养自信心、荣誉感、自强自立，

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如若不能恰当地处理好技校学生的心理、学习与生活的关

系，就会直接影响学生在技校的学习生活及就业。  

  1、  情绪波动反复无常，沮丧感频生  

  现在的技校学生，大都来自矿上、偏远农村、城市里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

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学生的素质比普通中学的学生差，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就

已经遭受了他们这个年龄段中最大的挫折，中考的失败，使他们在人生中蒙受了

阴影，自卑感强，有的学生在初中时常受到受到老师的指责，到了技校他们对老

师的批评教育，产生逆反心理，左耳进，右耳出，有的不良习惯很难改变，有着

与成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阶段很多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既想学好，却又

没了雄心壮志，也没有面临中考、高考的紧迫感。几乎每天都给自己定目标与任

务，却又事与愿违。目标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往往使他们感受到空虚、失落和沮丧，

一旦遇到挫折，特别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是正确

的，怎样做才是快乐的，怎样做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时间一长，就会感到茫然，

形成恶性循环，对学生的成长不利。就像现在网上轰动的“北京辱师”事件一样，

都是这些叛逆的孩子们，对传统教育的一种不满的过激行为。因此，无论是老师

还是家长就不能只关注学生的学习和衣食住行，更要关注他们精神上的成长。理

解尊重学生，真正走进他们的心理世界，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兴趣爱好、喜怒

哀乐。  

  2 、学习成绩与动手能力的高下的差异日益明显  

  经过技校一年的学习，学生在知识掌握程度上和实际操作上已较明显的分出

了高低层次。成绩好的学生积极、自觉的行为，并不断从中得到成功的心理体验，

有一种明显的轻松感和优越感。学习吃力和动手能力较差的学生，在考试中，由

于屡遭挫折，对自己馁灰心理在逐渐固化，学习目的模糊，动机不强，处于一种

淡漠的被动状态，总认为自己没希望了，前途一片黑暗，老师和同学看不起自己。

而且特别在乎同学之间的比较。这些都会使学生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而难以专

心学习，在知识、资源共享上也会变得狭隘。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正确地给自

己定位。对于成绩好的学生，除适当的肯定和表扬外，还要防止他们因为成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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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而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对于学习，吃力的学生要避免过高的期望，还要给学

生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分析成绩不理想和动手能力差的原因，肯定他们

所拥有的发展潜能，解除不必要的顾虑，引导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地

看待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所以对于我们广大技工学校教师来说，研究学生

的心理特点，根据一定的心理健康标准，帮助学生们培养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

圆满完成学业，顺利走上工作岗位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3、就业心态亟需疏导  

  有相当一部分技校学生认为掌握了一技之长也没有用，用人单位也没人要，

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都不好就业，更何况我们技校毕业生呢？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只要有扎实的技术，就能立足于社会。我们必须以良好的心理素质，来面对

将来的种种变化，要求技工学校的学生必须与时俱进，掌握好技术，就可以满足

市场需求，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高级技工”和“人才”是一样平等的，所以，

别总觉得，大学生都就不了业，何况我们技校学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要知

道“每天夕阳也会变化“只要我们有信心，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符合当代市场的

需求，就业就会很容易，只要你努力了，就一定会实现梦想。 

二、重视心理辅导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   

  技工学校要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开设此课帮助学生了解他们

的内心世界，掌握一定的心理调节方法，如情绪转移、渲泄痛苦、发泄愤怒等，

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实施心理教育渗透和因材施教策

略：   

  1、在常规的德育和教学活动中适时地渗透心理辅导内容。把健康人格的培

养、人际关系的调处等心理教育内容与技校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思想教育有机结

合；把情感教育、挫折教育渗入到学科教学之中，使学生增强挫折承受力，锻炼

他们的意志力等。在学科教学中增加心理教育的教学要求，从而在提高学生德育

水平和智育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2、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变家长

式、灌输式为民主式和交际式的方式，营造平等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在平等竞争

中、富有安全感的过程中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念。在教育教学要求

和评价过程中尊重学生个性特点，不搞千人一面、强求一律，实施因材施教、分

层教学，同时大力加强文化课知识、实际操作能力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3、重视校园班级文化建设   

  要大力开展学生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文艺

活动，建设以优秀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健康生动的校园文化。要努力

净化校园环境，抑制取缔消极腐朽思想的渗透、干扰和影响，抑制低级庸俗文化

趣味和非理性文化倾向，倡导诚实高尚的校园文明，引导、管理校园文化气氛向

健康高雅的方向发展。对于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妨碍学习和校园生活秩序的活

动要予以劝阻和制止。并且要加强学生课外文化、生活引导和管理，丰富课余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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