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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社会就是一张无形的人际关系网，只有拥有较强的人际

交往能力，才能够获得宝贵的人际关系资源，从而为自己的

职业之路打通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大部分的中职学生都认识

不到社交的重大意义，严重缺乏人脉意识，这对于学生日后

工作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中职护理教师不仅需要教

授文化知识，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还要重点培养学生的人

际交往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沟通交流的技巧，从而

更加顺利地进入职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2�社交回避和苦恼现状的相关概述

2.1�社交回避和苦恼的相关概念

社交回避和苦恼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社会回

避和社交苦恼。所谓社交回避，就是面对社交的个体选择不

去参与活动，这种行为表现并不是客观上个体无法参与社交

活动，而是指个体在经历多次社交活动后发现并不能达到自

己的预期，进而不愿意再去参加社交活动，缺乏与他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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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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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而社交苦恼则是指个体对自身是否要参加到社交活

动中感到发愁，这一点可能是由于心理状态消极造成的，比

如说自卑等。在中学或者中职的学生群体中，其社交回避与

苦恼可以认为是在社交活动中对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和看法极

为看重，缺乏与他人交流的欲望，并在社交中产生负面的情绪，

最终导致自身更倾向于避开社交活动 ���。

2.2�中职学生的社交回避和苦恼

中职学生是实用性、技术性人才，其大多数正处于青春

期阶段，身心还处于发育期。目前，中职学生的社交回避和

社交苦恼大多都是由自身的心理状态引发的，比如说过分关

注青春期自己的状态、害怕自己给他人带来不适、害怕听到

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等，特别是对于中职学校学生来说，在社

会中的认可度较低，人们更愿意去谈论在重点高中和大学中

学习的孩子，对中职学校的学生缺乏关注，导致学生们会有

自卑心理。此外，互联网中过分渲染的社会逆境感和前途无

望的感觉使得学生们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这也就造成了三

种学生状态，即自暴自弃、甘于平庸与拼命努力。当然，在

青春期，孩子对自己长相不自信、学习不自信甚至是金钱、

穿着等方面不自信都容易引起学生对自己的否定与消极评价。

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中职学生大多都来自本地区，这些

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在偏远地区，通过网络了解到边疆地区生

活水平与国内发达地区生活水平的差异后也会产生不良心理，

导致消极的自我认知。此外，导致学生社交回避和苦恼的因

素还包括父母的消极教育、校园霸凌、性别与民族、恋爱情

况等，此处不多作说明 ���。

3�社会逆境感的影响以及教育应对措施

3.1�社会逆境感的概念

社会逆境感对于中职学生来说，就是指其在社交的过程

中感受到了社会排斥或者疏离、过度控制和社会竞争失败三

个方面。首先，边疆少数民族中职护理专业学生在社交的过

程中觉得自己没有被人正确地认可，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尊重、包容，在遭遇了排斥、歧视、拒绝后将会引发一定的

负面情绪，甚至有些学生会产生一种被社会所抛弃的心态。

其次，在校园学习和生活中，中职护理专业人员在朋友、同

学、师生的关系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容易产生反感或者叛

逆心理，在这些关系中学生无法获得更好的尊重和关爱，自

然也就会产生社会逆境感。最后，是竞争失败问题，在偏远

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在社会中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

一个三甲医院的实习名额可能需要几十个人同时竞争，虽然

这并不会导致更恶劣的情况，但是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学生容

易产生心理困扰，进而会出现社交回避和苦恼的情况 ���。

3.2�教育应对措施

可以说，社会逆境感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偏远地区中职护

理专业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要积极避免这一问题，学

校方面就必须着重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们

正确评价自己，发展自身的优势。当然，在具体的社会交往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将一些模糊的负面信息缩小化和忽略化，

帮助学生们不要去过度思考那些负面信息，使学生能够学会

通过焦点化等方式建立起更加合理的评价体系。当前很多学

生的社交恐惧大都来源于校园、家庭两个方面，学校不仅要

严抓校园霸凌和教师凌辱的问题，还需要与家长积极沟通，

减少家长对学生的过度控制，并和那些在生活中被孤立的学

生进行谈话，帮助学生摆脱心理困境。

4 自我接纳和孤独感的影响以及教育应对措施

4.1�自我接纳和孤独感的概述

自我接纳是自我认识的重要体现，在学生对自己产生错

误评价的情况下，学生是无法对自己进行接纳的，他会产生

一种不愿让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且无法对自己产生正确评

价的状态，而他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也大多都是负面的、消极的，

这使得他们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一定的自卑感和

羞耻感，认为自己的对别人造成了影响的，这既可能发生在

具有强烈自尊心的学生身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极度自卑的学

生身上。而孤独感的定义就在于，学生们产生孤独感的过程

大多都是在社交活动中，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情感，有可能是

因为社交活动中的具体情况与自身所期盼的不一致，活动参

与者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慢慢地会产生孤独感，这种孤独

感也会导致情绪障碍，引发社交回避。

4.2�教育应对措施

对于自我接纳问题导致的社交回避和苦恼问题，学校方

面需要积极开展团体活动，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康的人际交往

模式，使得学生在社交方面的回避频率变少。当然，要想更

好地达到减缓效果，还需要学校、教师配合家长来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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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学习幸福感，使学生在交往互动过程

中多受到肯定和接纳，帮助学生们能够正确认识到他人对自

己的评价。同时，学校方面还需要增设加强自我认识的心理

健康教育讨论课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而对于孤独感

来说，需要保证学生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社交，增加学

生们的交流机会。学校要提供选修课程和心理辅导课程，帮

助学生开展社交技能方面的训练，使得学生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机会 ���。

5�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探讨了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职护理

专业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等方面可能产生社交回避或苦恼

的原因，分析了社会逆境感、自我接纳缺陷和孤独感给学生

带来社交回避或苦恼的因素，并提出了几点教育应对措施，

希望各中职学校可以充分认识到学生的这一问题，更好地采

取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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