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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探讨高职院校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培育学生工匠精神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通过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发现，心

理韧性、职业认同感与成长型思维是工匠精神形成的核心心理要素，本文旨在透过高职心理健康“444”模式教学改

革，提升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助力培育工匠精神，为高职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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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raftsmanship 

spirit through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act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growth mindset 

are core psychological ele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nhanc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through the "444" model teaching reform in mental 

health 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alent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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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创造，讴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精辟阐释了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即：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2021年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明晰的指示，即“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注重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

求精习惯的养成。”

研究发现新时代高职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正相关，与抑郁、焦虑、压力呈负相关；积极心理品质对生活

满意度、积极情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抑郁、焦虑、压力具有反向预测作用，其中超越维度和情感维度的预测作用最强 [1]。我校是建

筑类职业院校，崇尚鲁班精神，弘扬鲁班文化。鲁班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传承规矩、创新创造、专注专研、精益求精。具

体可概括为 :勤奋传承规矩，刻苦钻研技术，巧妙创新工具。爱岗敬业态度，精益求精建筑，高效诚信服务。心理健康素质教育是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素质教学中通过培育四种心理品质和提升四重行为，助力工匠精神的铸造和精益求精习

惯的养成。

课题信息：2023JY29,基于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心理健康公共基础课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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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心理健康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国家战略需求：“中国制造”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要求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出了更高、更综合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涉

及专业技能，还包括创新能力、跨学科融合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等

多方面。其中，创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协作与沟通、抗

压抗挫与适应能力等与心理健康教育息息相关。

（二）现实困境：高职生普遍存在的职业价值观模糊、抗压

能力不足等问题。  

2023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调查显示65%的高职学

生对职业选择缺乏明确方向，某省高职院校跟踪调查发现48%的

应届毕业生在就业半年内因压力离职，一项比较研究发现高职学

生职业价值观清晰度比普通高校学生低22个百分点。高职学生在

应对职场挫折时策略单一，68%选择逃避型应对方式，这可能是

高职学生的认知发展局限、社会认知偏差导致的。研究发现：培

育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显得尤为重要，具有积极观念的大学生

会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和更佳的社会适应能力，能更轻松地面对压

力、逆境和损失。[2]

二、高职心理健康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心理健康教育要为社会服务，要培养爱己爱人、爱岗敬业、

爱国尽责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具有鲁班精神的大国工

匠，服务社会。当前我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存在以下问题：

1.心理健康课程要以培养具有鲁班精神的大国工匠目标出

发，从心理品质、行为习惯上完善课程体系。当下缺少心理健康

教育模式的提炼，课程中缺少这一精神的注入。需要在课程中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从知识观念、情感态度、行为习惯三个方面

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

2.偏重理论教学。应当强化实践模块，提升教学深度，增

强实用性，使学生学到的心理健康知识能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品

质，提升自我心理健康素质，为塑造工匠精神的打下坚实的心理

基础。

3.优化教学资源的整合。心理健康课程不仅仅局限于书本和

老师讲授，还体验在学生当下对生活的体验，因此心理健康课

程需要整合教学资源，在学科中渗透，在生活中沉淀，处处有体

验，时时有感悟。

4.心理健康课程考核方式单一。注重于理论知识的考核，可

以增加实践考核内容，使考核多元化。

三、“444”模式教学改革作用机制分析

（一）创新“444”教学模式

知识观念层面“四大模块”。课程内容贴近高职院校学生在校

阶段性需求，循序渐进开展“稳心”、“觉思”、“探索”、“创

新”四大模块教学。匹配关爱心灵、新生适应、关爱生命、挫折

应对、自我认识、人际关系、恋爱心理、情绪管理八大核心教学

主题，根据高职学生心理发展阶段进行相应内容的教学，培育学

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增强学生自我心理调适的能力，提升学生心

理健康科普知识的水平。 

情感态度层面“四种素质”：注重提升“爱”“好奇心”“坚

持”“创造力”四种积极心理品质，培养学生对待自身与他人心理

健康的科学态度，为工匠精神的塑造涂抹坚实亮丽的底色。 

行为习惯层面“四重行为”：强调在学习及生活中“感恩”“专

注”“自律”“团结协作”四重行为习惯的养成，培养和提升学生

心理健康自助与助人的技能，促进精益求精习惯养成。

（二）作用机制分析

1.心理基础构建：

工匠精神所需的专注力、抗挫力、成长型思维和个体的自我

效能感、心理韧性、开放与创新等品质高度契合，心理健康教育

可通过“挫折教育”、“自我认识”、“情绪管理”等模块培养学

生的自我探索、心理韧性和情绪管理能力，增强学生在挫折情境

下的心理耐受窗，如数控加工等高精度操作中的心理耐受力。在

教学过程中运用正念冥想、呼吸放松等方式，帮助学生培养在高

压力情境中保持稳定。开展非暴力沟通、冲突解决等训练，提升

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2.职业人格塑造：

通过系统化心理健康教育，逐步培育高职学生形成稳定的职

业人格特质，使他们具备清晰的自我定位、高效的情绪调节能

力、卓越的团队协作精神、强大的环境适应力以及符合行业要求

的职业价值观。在教学过程实施前，通过性格测试、职业兴趣量

表帮助学生明确自身优势与职业适配度，增强职业认同感。可通

过关联课程教学与专业工作场景的高度匹配，实现职业心理素养

通过教学过程植入、渗透，可通过校企合作，建立企业导师与心

理教师联合追踪，增强学生的职场适应力。也可收集合作企业的

心理相关案例作为教学素材，在遵守伦理要求的情况下进行教学

分析；丰富教学评估体系，综合学生自评、教师评定、企业反馈

等多维度进行效能评价。通过行业模范案例分析，植入诚信、责

任感等核心价值。

四、教学改革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课程体系

三个层面助力学生四大积极心理品质的养成，知识观念层面

“四大模块”：稳心、觉思、探索、创新；情感态度层面“四种素

质”：爱、好奇心、坚持、创造力；行为习惯层面“四重行为”：

感恩、专注、自律、团结协作。 

我校心理健康课程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结合高职大学生实际，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传授心理调试方法，帮助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困惑，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既有心理知识的传授，心理活动的体验，还有心理

调适技能的训练等，是集知识、体验和训练为一体的综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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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教学改革，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对高职高专心

理健康课程的新要求，增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时代感，不

断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积极心理品

质，不断提高高职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素养，助力培育学生工匠

精神， 打造贴近学生需求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充分考虑高职

高专院校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科学规范高职高专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课堂教学、课外实践指导为主要渠道

和基本环节，形成课内与课外、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

课程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着力培

养在“价值、能力、责任、关系”四个维度上的积极心理品质，

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培养积极

心态。

（二）优化实践模块

打造与积极心理品质培养高度相关的“心理健康实践体验系

统”,目前已开发四类实践体验项目，包括适应类主题“拓展心世

界”、生命观主题“挫折与生命故事”、探索类主题“社会关系

中的自我探索”、觉思类主题“沟通就会有故事”，教学团队还

在持续开发与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相关的各类实践体验项目，

将心理学融入学生生活实际，提升学生整体心理健康素养。

（三）丰富教学方法

李悦提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旨在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以促

进学生的能力培养、自我成长和心理障碍预防为最终目的 ,重点在

于让学生充分体验 ,从体验感悟中理解掌握心理调适方法 [3]。我校

紧密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根据具体目标、内容、条件、资源的

不同，通过参与、合作、感知、体验、分享等教学过程，培育学

生在价值、能力、责任、关系等方面的积极心理品质，在教学改

革中探索使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课程能结合生活实际， 帮助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

活动体验法：课堂设计生动活泼， 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小组讨论法：课堂互动有效，能引导学生思考，调动课堂

氛围。

角色扮演法：课程内容能增强学生的自我觉察能力。

多媒体资料：课程内容能帮助学生处理人际关系。

表达性艺术：课程内容能帮助学生觉察和改善自己的情绪。

实践环节作业：增强学生的体验感。

教学讲授法：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心理调适技能。

启发式引导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增强课堂效果。

课堂测试法：评估学生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当下状况。

（四）扩充教学资源

  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完善多途径线下 /线上教学形式，打

造多模块系列微课体系；通过多种媒介完善线上知识库，扩充学

生心理健康课程学习资源；利用多媒体实现理论与实操的无缝对

接。增强学生课外实践环节中的师生互动性。将知识问答、课堂

测试、课程考核等数字化，帮助学生提升课程知识的学习意识与

应用意识。

（五）评估教学实效

根据课堂实施效果，形成教学诊改机制，及时调整后续教学

策略。教学诊改贯穿课前、课中、课后每个环节，坚持自我诊改

和外部诊改相结合，细化评价标准，实现教学成效可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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