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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udy environment dominated by female students, male nursi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develop inappropriate behavior of using mobile phones. Excessive use of mobile phones will lead to the decline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hysical quality of male nursing students, and will affect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moderate guidance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for male nursing students' 

improper use of mobile phones, and mobile phones should be turned into the most convenient learning tool by 

expanding students' horizons. Moderate "behavior therapy" can be used to help the male nursing students who violate 

the discipline to establish a new good behavior pattern. For male nursing students with se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resulting in improper behavior of mobile phone us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coping strategies can be adopted. This article shares a successful case of multi-party interaction to help male nursing 

students get rid of excessive mobile phon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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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职男护生在女生占优势的学习环境中，会养成手机使用的不当行为，过度使用手机会导致男护生学习成绩和

身体素质下降，也会影响他们的人际交往。建议对男护生的手机使用不当行为采取适度引导策略，通过开拓学

生视野，变手机为他们最便利的学习工具；对违纪较严重的男护生可以采用适度的“行为疗法”，帮助他们建

立新的良好行为模式；对由较严重心理问题导致手机使用不当行为的男护生，可以采用心理咨询与多种方法结

合的应对策略。本文分享了一个多方联动成功帮助男护生摆脱手机过度使用行为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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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深入人心，

人们对护理职业有了进一步认识，加之急诊科、手术

室、精神科、泌尿外科、ICU 病房、骨科等临床实践

的需要，男护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对口就业率越来越

高，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男生就读护理专业。但是在护

理专业的教室中和课堂上，女生人数依然占优势，在

传统理论或技能的授课方式下，女生普遍擅长专注听

课、知识记忆、技能操作、师生互动等，而为数不多

的男护生们，在与女生学习效果的对比下，越来越不

被老师关注，学习的自信心被影响，甚至逐渐被边缘

化，越是对自己的评价低，他们越会去手机网络中寻

求安慰
[1]
，于是他们上课时坐在教室的最后排，使用

手机刷朋友圈、看短视频、聊天、玩游戏等不当行为

也随之越来越普遍化。长此以往，男护生们的学习状

态和学习效果必然会越来越不理想，同时他们的身体

健康也会受到不良影响，因为过度使用手机会损伤正

中神经，引起拇指疼痛，甚至僵硬，从而影响手部功

能；同时长时间注视手机屏幕会对视力造成一定影

响，表现为眼睛胀痛、视物模糊
[2]
。 

同时，手机使用的不当行为还会影响到其他方

面。自从互联网开始普及，各种媒体就没有停止过对

由网络成瘾引发的各种事端的报道，当前移动网络的

便利，又使得“我在你身边，而你却在看手机”的现

象比比皆是。选择读护理专业的高职男护生，专业选

择的原因可能有学习能力较差、自控力较差、没有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感情较丰富、心理易敏感脆弱、

社交能力欠缺等。在这个女性占明显优势的学习环境

中，男护生们会更多地向网络的虚拟世界寻求寄托，

然而手机依赖，又会影响他们正常的人际交往，使得

他们更加内向、孤僻
[3]
，甚至自闭，如此形成一个恶

性循环。 

针对以上现象，高职学校的学生管理人员曾先后

采取过多种方法，试图控制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例

如定时断电、断网；教室悬挂手机袋，上课时间手机

集中放置；更有甚者，一旦有管理者发现学生上课时

间使用手机，会将其没收并限期集中存放等。但是这

些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使用手机的不当行

为，他们总能想到应对的策略，而且外力越大，他们

压抑得越久，反弹就会越剧烈，可能会带来更多更严

重的问题。更何况手机和网络的便利，已经惠及教学

实践，教师上课使用蓝墨云班课等 APP 或微信小程序

等工具辅助教学，已成为课堂改革的必然选择。尤其

是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让上网课成为教育的一种

常态，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上好网课，成为

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大学生都必备的能力。 

所以，一味地“堵”并不能解决问题，如何引导

学生正确采取使用手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方向。对

于高职男护生的手机使用，应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度引

导，而对其中部分已经出现网络依赖，甚至成瘾的学

生，更应该进行耐心、细致地个性化辅导。 

2.适度引导策略 

2.1 开拓学生视野，变手机为最便利的工具 

男护生们使用手机，大多局限在玩游戏、看视频、

聊天
[4]
等各种娱乐功能，往往仅在需要完成作业的时

候才能想起用网络来查资料；他们朋友圈里面分享的

以情感、美食、笑话、视频为主，偶尔出现一篇与所

学专业相关的文章，最大的可能是某科考试的知识要

点；他们平时习惯用手机拍照记录生活瞬间，却想不

起来在课堂上拍老师不断变化的板书、课件；他们随

时会用手机的“扫一扫”功能扫描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二维码，却偏偏不会扫描各科教材上附带的教学资

源。 

针对这样的现状，需要授课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

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多维度开展工作。授课教师可以

将一些生活或专业实践中，与所授科目相关的有趣

味、有助益的问题，设计成作业的形式，鼓励学生课

下上网查资料来自行解决，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分

享，帮助学生逐渐养成上网查资料的习惯；学生管理

人员可以注意收集各种适合学生阅读的小文，包括与

情感相关的、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的、关于阳光心态的，

以及一些与专业知识、职业发展有关的，发布在他们

方便看到的网络媒介上，鼓励他们阅读、评论、分享，

还要及时对评论做出反馈，这样的互动有助于主流教

育占领学生思想的高地；授课教师或学生管理人员都

可以选择一些有益的小程序或 APP 组织学生活动，例

如微信小程序“识花君”，既适合给生物类专业的学

生开展专业相关活动，又适合给所有专业的学生开展

生活类的活动，结合适量劳动教育
[5]
，增长知识的同

时还可以有效实现身心健康；学生的自觉学习习惯不

理想，听课把握不住重点，需要老师们适时地提醒他

们把重点内容拍照，保存在他们自己手机里的图片，

增加了他们接触知识的机会与频率，待学生们享受到

勤拍照勤记笔记的好处，就会自觉养成良好的习惯，

老师们也就不需要再多费口舌了。通过这样一系列的

方法，我们才能够在网络这个汪洋大海中把握一定的

主动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的手机使用行为。 

2.2 适度的“行为疗法”有助于学生重建良好

行为模式 

对于少部分使用手机已经严重到违反纪律的男

护生，他们会因为长时间玩手机导致不按时就寝，第

二天上课没精神，或者他们直接在上课时间玩手机，

这都会影响学习成绩，也会影响课堂秩序，这就需要

采用心理学上的“行为疗法”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来纠正他们的坏习惯。行为疗法的一个方面，就是根

据学习理论或条件反射理论，来矫正和消除不良条件

反射的行为。根据学生犯错的次数和程度，“量刑”

可以不同，例如学生管理人员可以罚犯错学生多承担

班级事务、帮忙打扫办公室、跑腿上传下达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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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授课教师可以罚学生帮忙收作业、整理资料、修

订文本等。 

说是惩罚，实际上这些工作也有利于学生的成

长，体力劳动的过程有辛苦又有乐趣，现场人员反而

能够破除障碍深度交流，增加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

沟通；跑腿送材料的过程能够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学校

各个部门，以及老师们的日常工作，逐渐能够理解老

师，并学会换位思考；整理、修订老师们需要的文字

资料，这项工作在帮任课老师减轻工作负担的同时，

还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而手机这个“娱乐设备”

也随之变成了自我提升的“有力工具”。 

惩罚不是目的，通过惩罚能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感受到老师们的关心关注，不再有不当的使

用手机行为，顺便还能让学生有些收获，才符合“情

感教育”
[6]
和“因材施教”的理念。 

2.3不可忽视必要时的心理咨询 

对于极少数采用“行为疗法”收效甚微的学生，

他们身上各自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或因为原生家庭娇

生惯养管教不严，没有正确的自我定位，缺乏前进的

动力与目标；或是在成长过程中曾遭受挫折，导致一

蹶不振、自暴自弃；或是有重大生活事件影响情绪，

正处于低谷时期；或是对“大学”阶段的认识不清，

没有很好地适应大学生活；或是被青春期末期的生理

因素影响，对情感问题的关注过多，不能保持足够的

精力在学习方面……总之，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会留

给老师们“屡教不改”且不服从管理的印象。 

对于这些心理问题比较明显的学生，他们在没有

得到理解之前，甚至根本不愿配合老师的引导。这时，

老师们应采取的是更加个性化的方法，尽量挖掘导致

他们手机使用不当行为的深层心理原因，然后再有针

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这可能需要多次的心理咨询才

能实现，可能还需要周围同学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与协

助。 

3.一个多方联动的成功案例 

小晨是一名男护生，在他身上并没有前文述及的

那些男护生普遍存在的缺点，相反，他在本班三十多

名女护生和十几名男护生中，表现一直是比较优秀

的。他入学后表现一直积极上进，在班上被大家选为

班长，在学生会是重点培养对象，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成绩也很不错。然而第二学期开始后，小晨的辅导员

发现，一些交给他的事务在完成后，是由其他班委向

辅导员进行反馈的，学生会主席也反映小晨最近一段

时间表现不那么积极了，有时会逃避一些日常事务之

外的工作，但是同班同学们却反映他还是像以前一样

忙碌，班上经常见不到他的影子。 

 

 

3.1 辅导员工作 

经辅导员的调查发现，小晨是迷恋上了手游，不

但上课时间会偷偷玩儿，晚上熬夜玩儿影响正常起床

了，还会以学生会有事为由逃课继续躲在宿舍玩儿，

周末回家也整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再帮家里的小

超市工作。辅导员找机会把小晨叫到办公室谈话，看

到他的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虽勉强掩饰还是显得很

疲劳。辅导员和颜悦色地用一些事实指出他的隐瞒，

他才肯承认最近上网比较多，但继续争辩说并没有耽

误学习和工作。辅导员进行了一番摆事实讲道理，用

同龄人的惨痛教训向他说明网络成瘾的危害，提醒他

一定劳逸结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而小晨也给了辅

导员承诺不再继续沉迷。辅导员委托了几名同学，对

小晨的行为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他还是没能有所控

制，承诺只停留在了口头上。于是辅导员向小晨推荐

了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在小晨自愿接受心理咨询的

情况下，辅导员帮他约见了一位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

老师。 

3.2 心理咨询 

小晨与心理咨询师的谈话进行得比较顺利，交谈

中他讲到了自己上网、玩手游的发展过程，坦言高中

阶段就是因为自己管不住自己，彻夜上网、打游戏，

导致高考失利，只能来高职学校上学。上了大学本来

决心痛改前非，好好施展才华，有番作为，但最近遇

到了一件事情又把自己带回了高考前那段灰暗的日

子。经过进一步工作，小晨终于敞开心扉说到，入学

后的出色表现让他广受好评，许多女同学对他有好

感，但他却只对一位从入学就带他接触学生会工作的

学姐心生爱慕，一番追求不成，反而使两人关系变得

冷淡，这让他一蹶不振，重新投入网络游戏的怀抱。

这一段时间的沉迷让他十分后悔，却又难以自控。后

来，又通过 2 次心理咨询，咨询师引导着小晨建立起

了正确的恋爱观，帮助他能够明智地对待大学阶段的

感情问题，并对他与异性交往的方式提出了建议。小

晨学会了用“合理情绪理论”与自己的不合理信念进

行辩论，从而建立起了新的合理信念：要把眼光放长

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自己的人生有所实现而打

好基础，未来的自己才能有资本经营自己的感情生

活；即使现在在感情方面有所收获，也要以二人互相

促进为前提，若互拖后腿，就只会留下无尽的遗憾，

最终也只会以感情失败告终。 

3.3 后续工作 

心理咨询结束时，小晨已建立了坚定的信念，要

改变自己无限制玩手游的不当行为，他主动向辅导员

和同学们求助，想获得大家的监督。于是，辅导员对

他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当做完成作业一般，控制自己

拿起手机的次数和时间，并要定期向辅导员汇报改善

进展。小晨又委托了同宿舍同学对自己进行监督、提

醒，辅导员建议他对同学们这些善意的提醒要立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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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动，并要懂得感恩。后来，小晨经常主动找辅导

员谈心，同宿舍同学也说他没有再长时间熬夜玩游

戏，他还曾积极热情地向路遇的心理咨询师老师反映

自己的变化。期间，小晨鼓起勇气和那名出色的学姐

进行了一番长谈，了解了她对小晨的看法和她对自己

未来的规划，这解开了小晨的心结，两人现在不但可

以友好相处，还可以互相倾诉心声。一个月后，辅导

员再次与小晨的家长取得联系，得知他在家也变得干

活多，上网少了。另外，因为知耻后勇，在学生会改

选时，小晨成功竞得了部长的职位。 

3.4案例反思 

小晨手机使用不当行为问题的及时发现与介入，

辅导员、心理咨询师、宿舍同学、相关人物等，用恰

当的心理与行为引导方法，亲情、友情等良好的社会

支持系统，多方联动采取有效措施，最终使得小晨可

以悬崖勒马，成功摆脱了手机使用不当行为。这个案

例成功的关键，是教育工作者们的一份责任心，使得

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干预，及时调动相关人员采取

有效措施，并在事后注意跟踪效果反馈，使得学生的

心理和行为问题可以获得持续改善。 

4.结语 

在对手机使用不当的高职男护生群体进行干预

的过程中，很难找到一种通用的方法可以适合所有学

生。教师可以精心设计一堂好课，在课堂上让大多数

问题较轻微的学生受益，然而剩下的小部分问题较重

的学生，才是真正有挑战的，会占用教师大量时间和

精力，甚至生出“恨铁不成钢”的情感。教师们都应

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引导学生使用手机服务于学习，

还应携起手来互相配合，采用行为疗法、心理咨询等

多种方法因材施教。在与这小部分学生“斗智斗勇”

的过程中，教师们也需要不断充实自己，获得自身的

提升，这也许就是教育的魅力，教师这个行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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