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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为本”是中等职业学校管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下，中等职业学校积极探

索学生管理模式，形成军事化、自主化、企业化三种典型的管理模式。学生参与理论认为学生是积极的

学习参与者。要求教育者关注学生参与的动机与行为，重视学生在环境中的积极体验，肯定课外活动对

学生发展的积极影响。在产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学校治理，当中需强化学生作为

核心主体的地位，帮助学生进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激发学生参与动机；强化校企合作，丰富学生参与渠

道；挖掘课外活动价值，优化参与的内容；开展多维度满意度调查，重视学生参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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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Oriented” is an administrative philosophy which is widely applied in secondary voca-
tional school student management. Militarization management, self-management and enter-
prise-style management are three typical management modes which are implemented in second-
ary vocational school currently. The theory of student involvement emphasizes active partic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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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the student in learning process. It encourages educators to focus on how the student is mo-
tivated and how much time and energy the students devote to the learning process. It views par-
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volvement. Most importantly,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designing an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Undoubtedly, students 
are in the dominate position though there are multiple benefits in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industry. Thus, this article seeks solutions from the theory which include making 
effective career-building projects, organiz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s, providing a 
varie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carrying out students’ satisfactio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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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定位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管理是中等职业学校管理的核心。2010
年教育部印发《中等职业学校管理规程》，其中强调教学环节突出实践性和职业技能训练的特点，德育

管理要发挥文化、环境育人的作用，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学生管理工作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

规定，制定学生日常行为管理规范，做好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工作。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工作的细化，

2019 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公布《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管理 50 强遴选标准》。要求坚持校企协

同育人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理念。管理内容包括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德育、人文素养、职

业素养、职业发展和日常管理。要求开展符合职业岗位发展特点，内容和载体丰富，途径和形式多样并

符合育人要求的管理活动。 
显而易见，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管理与德育管理已融为一体，在注重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发展的

同时，也重视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学生管理工作以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符合职业岗位发展的活动

为载体而展开。对学校而言，“三全育人”大环境中的“全员”指的是学校所有部门、所有教职工。“全

过程”，强调育人要贯穿学生学习成长的全部过程。“全方位”则从空间上强调育人要体现在学生全面

发展的各个方面。 
综上所述，本文中的中职学生管理指的是坚持校企协同育人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理念，

开展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引导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促进学生职业发展和道德水平提高等教育活动

的总称。 

2. 学生参与理论内涵及其应用 

Astin 的学生参与理论是在研究环境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提出来的，学生的发展

是其出发点与核心。“学生参与”指得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的身体的和心理的精力，学生的个人学

习以及发展程度与学生参与教育活动的质和量成正比。一个高参与度的学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学习上、主动参与学校各项组织活动、与同学和全校教职工交流互动。由此获得实质性的收获，并且提

高个人对学校生活的满意度。Astin 的“学生参与模型”，I-E-O model，即投入(Imput)–环境(Environment)–
产出(Output)模型。学生的“投入”指的是教育活动开展前学生的潜能与特质、家庭背景和环境、学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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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的学业与人际关系。“环境”指的是教育活动中学生的实际体验，包括在学校的管理策略和实践、

课程、教学、同伴关系以及校园绿化与设施等。“结果”指的是教育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包括学生

的人格、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信仰和行为[1]。 
学生参与理论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关注学生的动机和行为，学生投入学习过程的时间和精力，而

不是教师的投入。二是强调学校环境的作用，支持性、教育性的环境尤为重要。三是强调学生的非课堂

投入。高质量的非课堂经历虽不是课程的组成部分，但能有效地补充学校的教育目标。 
学生在学校活动的参与度和适应程度决定了学生在学校获得的主观幸福感[2]。学生参与是学生通过

恰当的方式参与集体决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教师会将其部分权力给学生[3]。Mager 认为儿童是构建

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周围人的生活和他们所处社会的生活中积极推动者[4]。瑞士学者们在调查研究瑞士

中小学的情况，发现大多数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学校是一个他们有发言权并积极参与的地方[5]。所表

达观点有影响力，受到群体认可，就可以成为实现[6]。此外，学生参与包括学生参与学术和非学术的学

校活动[7]。学生对学校氛围感知最能预测学校满意度。 
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发展有多方面积极的作用。学业层面，研究者认为参与课外活动的学生，社会自

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以及自我价值认识更准确[8]，学业表现更好[9]。非学业方面，如参加课外活动的

学生有更丰富职业探索机会，导向学生良好的职业成果[10]。此外，在心理健康[11]，时间分配，时间管

理[12]方面表现更出色。 
学生参与理论是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学生在环境中的积极体验，肯定课外活动对学生发展积极影响，

这与学生管理的目标与内容是一致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的参与程度决定了学生管理的有效程度。

换言之，中等职业学生管理工作需要将学生参与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3.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现状 

3.1. 中等职业学校生源质量问题不容忽视 

2019 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报告《赢未来：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发展报告——基于 30 所中等

职业教育学校的调查研究》[13]。根据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基础家庭情况的调查发现，约有 70%的中职学

生来自农村，至少 52%的中职学生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71%父母为初中及以下学历。超过 60%的中职

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贫困，25%家长无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22%来自单亲家庭，31%生活在多子女家庭，

43%有留守经历。同一调查发现，中职学生心理问题与全国一般同龄群体相比较为突出，在情绪、同伴

关系、亲社会行为、价值观、学习能力方面处于劣势。可以说，中职学生的不利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

对其个人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此外，根据已有研究显示职业学校学生求学的主要动机是习得职业技能(18.1%)和高质量就业(18%)。

其他几个方面如下：个人兴趣(14%)、取得学历学位(13.4%)、再升学(11.9%)和考取职业资格证(11.2%)，
为了老师和家人的期望(10.2%)，获得奖学金(2.7%)、其他(0.4%) [14]。谋生和解决生计问题是主要目的，

较少的人能站得更高，看的更长远，对自我发展的前景缺乏认识。 
对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专业技术人才，预测表明到 2035 年我国技能人才

的需求总量将达到 3.56 亿人。而供给总量为 3.43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超 700 万人[15]。中等职

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中坚力量，为那些有升学意愿和潜力的学生奠定接受更高层次职业教育的基础，为

高职院校、应用本科提供优质生源。因而，学生管理工作不仅立足于学生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也要看

到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层次正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技能人才要具备更高的职业素养。在身心健康的

基础之上，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能认真负责到对待工作任务，同时也要具有自主适应新环境、

协调合作、自主学习以及将已有知识综合运用到岗位实践中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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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等职业学校积极探索学生管理模式 

为提高学生管理水平，我国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了积极探索。有三种典型学生管理模式：军事化管

理模式、自主化管理模式、企业化管理模式。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旨在纠正学生的行为失范；自主化管

理模式培养学生进行自主的管理能力；企业化管理模式是从学生的职业发展角度出发，提前适应企业

管理模式。 
一般军事化管理是指按照部队要求进行统一着装，统一就寝，统一学习，统一训练等等，一切按照

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处理各项事务。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就是要用部队的管理方法有效的融入学校的管

理中，按照部队的“内务、队列、纪律”三大条例，以约束学生的自身行为、改变学生精神面貌，使学

生一切日常生活都军事化，杜绝学生违纪现象发生。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一般实行封闭式管理的模式，成

立军事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组长由校长担任，成员由学生处、年级组、保卫处等部分组成，学生处(政教

处)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其职责是负责军事化管理日常性工作以及协调教官与学校的关系。学校聘请教

官担任排长和大队长，并为每班培养出一个小队长，带领队伍；每个宿舍一个宿舍长，负责整个宿舍的

全面工作。教官的职责包括：带领学生出操、检查内务、组织军事训练、安排国防教育课以及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检查。学校值班人员需配合教官工作。简言之，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是从通过规范学生的个人

行为，培养学生的意志品德、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杜绝恶性事件发生，提高中职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生自主管理是一种理想的管理状态。学生是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并非不作

为，而要积极引导学生发现自我价值、发掘自身潜力、确立自我发展目标、形成适应社会发展和推动个

体与社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对班级各种活动以及每个学生充分授权，让其产生责任感，即从而激励班

级组织和个人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自主管理最终受益的是每个学生自己，成为自我管理的实践者。

通过参与自主管理活动，调动主人翁意识、发挥个性与特长，增强自信心，重新找回自我价值。这一点，

对于因学业困难而长期受到边缘化的中职生来说，尤为的重要。对于日后中职生生进一步学习深造，就

业和创业大有裨益。 
在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企业化管理的优势明显。企业化管理模式以借鉴企业组织架构，

建设班级管理层。将企业文化或者行业文化融入班级文化和校园文化，实现学习文化和职业文化的兼顾；

实行“双导师”制，学校导师主要满足学生常规的知识学习需求，企业导师满足学生掌握实用技术、接

轨实际生产的需求。在此管理模式中，学生可尽早适应职场，融入企业文化，提高专业认同感。推进学

生了解企业对员工理论知识、专业能力需求，从而让学生可以有针对性的弥补自身的不足和发展自身优

势，提升工作实践技能。在企业化模式培养学下，学生的专业素质、职业意识增强，逐渐实现“中职生”

向“职业人”的转化。 
在管理实践中，学校将三种管理模式进行恰当融合探索适合本校实际的情况也值得借鉴。分段式管

理是综合运用这 3 种职业学校学生管理模式，从管理氛围、管理队伍、管理制度、管理活动及课程教学

方面对 3 个年级学生实行不同的管理[16]。半军事化管理是在学校深入部队观摩学习，借鉴优秀企业对员

工的管理制度以及用人要求后，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和学校管理三方的特点相结合而成的模式[17]。 

3.3. 多元主体介入共同参与学校人才培养 

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要求人才培养需要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各方主体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校企合

作，将利益权责进行关联，实现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的联结。由此，多方共同参与学校治理，

即以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和准公共事务进行管理[18]。在

产教融合的模式中发挥着不同的职能与功效，形成一股合力。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通过多样化的合

作形式与内容，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有利保障。政府扮演统筹协调、建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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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相关法律的角色。行业协会制定行业各类标准，认证职业资格，通过举办技能大赛挖掘优秀技能人

才。产教融合逐步深化，企业的地位和功能逐步提升。企业不再是作为单一的人才的需求方，而是积极

参与人才培养的主动方。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中有明确要求。支持大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同时将此列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考核

内部。学校人才培养定位从“单一技能人才”到“多元复合人才”，走向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

模式。优化专业课程、文化课程、实训方式、学习资源以及师资队伍等要素，打造符合新时代的人才培

养模式。 

4.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思路探析 

Astin 认为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的能量是有限的，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的积极投入是十分必要的。作

为教师教育者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学生的所做的包括学生的动机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而不是教师做了什么。关注学生的动机与行为，重视学生的非课堂经历，重视营造学校环境以及重视学

生的体验。 
学校的任何政策和举措都会极大的影响学生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程度以及学生参与的有效性。要意识

到学生不是消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学习活动参与者。需尊重学生生命存在的状态，创造能发挥

学生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条件，创造积极的学习体验，充实其精神状态，以激发学生成长动力为目标。 

4.1. 帮助学生合理地自我定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中职生是以初中阶段的学业失利者进入学校，在学习上的劣势不可忽视，基础文化知识是中职生的

短板。总体上中职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还不足，学习动机较为表层，深层、自主学习能力较弱，需要根

据老师的安排进行学习[19]。引导学生做个人 SWOT 分析，客观的看待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外部的机

会和威胁。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改善劣势。基于个人的主客观条件，学生的潜能与特质、家庭背景、

学业成就与人际关系等情况，提供针对性的职业指导与支持政策，帮助学生做好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对于以升学为目标的学生，给予学业学习支持策略，提供情境性、生动性的教学内容，合理运用激

励手段，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加强中职课程与高职、本科知识内容的衔接。以就业为主要的目标的

学生，需要拓展校企合作的渠道，提供多样的企业实习、校外学习的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各类职业技能

活动，细化达成目标，提高学生的成就感。此外，需及时提供企业招聘、行业动态以及市场需求等信息。

对于尚未暂无明确目标的学生，需发挥榜样的作用，借鉴优秀范例，创造机会进行职业体验，引导学生

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在此过程中，需要关注个人规划实行的有效性，及时评估和调整。 

4.2. 挖掘课外活动的价值，发挥“隐型”课堂的功能 

学生参与理论重视学生的非课堂经历。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管理需依靠学生的非课堂经历为抓手以

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德育活动开展以及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非课堂经历包括课外与教师互动、参与社

团、学生会活动、校外兼职、实习、社区服务等形式。在不同学校管理模式下，课外活动的内容侧重点

有所区别。军事化管理模式下，开展军训、会操、拉练、国防教育、红歌比赛等一系列颇具展现军人风

采的活动。自主管理中学生是参与者、实施者和实践者。学生参与学校寝室管理、校园卫生管理、学生

出操以及自习管理等。班级管理管理工作细化，“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每个学生都领导者与被

领导者。企业化管理中，学生的身份是职业人。 
课外活动是课后开展德育活动的最佳场域。中职学生正处在人生成长的“拔节孕穗期”，需强化教

育引导和实践养成。课堂中，德育的教学方式停留在“口头讲授”中，较为局限。德育活动融入校园各

类文化活动中，开展德育主题微电影大赛、摄影作品展、演讲大赛等，利用课外活动的有效延伸德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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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空间。具体包括创新开展文明风采等活动，推动加强校企协同育人，建好用好网络德育阵地，强化

学校文化育人功能以及加强行为规范养成教育[20]。 

4.3. 推进校企合作，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学生参与是学生主体性的直接体现，为学生的参与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引导学生自己通过

参与教育活动，体验学习过程，获取知识和情感熏陶是至关重要的。营造学校环境不单单意味着外在的

物理环境如校园绿化、校舍布局、宿舍管理、实训室等和内在的精神环境如校风、学风等。具体的体现

在实习实训基地、社团活动、行业信息、实习机会、职业技能比赛、创业教育等活动，将环境与资源整

合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 
中职学校的育人环境具有实践性、开放性、职业性的特点，举办技能文化节、技能大赛等活动是学

校的一大特色。它不仅是一个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也是市场和行业对需求人才类型的导向标杆。协助行

业和企业举办技能大赛，以行业技能和服务标准、企业用人标准为衡量尺度，选拔优秀的技能人才。促

使优秀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机融合。通过各类技能活动促进技能训练、优化专业教学、加

强专业建设，为学生就业、提升竞争力创造条件。学校营造“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教育环境，

技能活动常态化，促使学生广泛参与。 

4.4. 重视学生体验，开展各维度学生满意度调查 

在《苏格兰学院善治守则》中，“学生的体验质量”是理事会所有决策的核心，“学生参与”是主

要方面之一。当中明确诸多关涉提高学生参与质量的职责包括确保学生、学生会以及适当的教职人员和

工会就学生体验的质量进行有意义的持续参与和对话。必须考虑学生调查和其他学生活动的结果，并监

督可能影响学生体验质量的行动计划[21]。 
由此，重视学生体验的测量和满意度调查，这是最能直接反馈学生体验质量的方式。学生参与的形

式与内容多样化，调查“何种形式”以及“什么样内容”对职业认同感和就业能力的提升有显著影响，

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选择和参与课外活动，实现课外活动的教育价值。学生参与的目的和效果各异，调

查“参与是否”寻找提高学生参与的最佳路径。 
此外，关注不同群体学生的体验质量。职业学校学生素质多样，特殊性学生群体比如家庭困难生，

学习困难生，心理障碍生等等，不利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制约其个人发展。这意味着学生管理工作要

更加的细致，针对性更强，需要给予学生群体不同的鼓励和引导。从不同学生群体体验的视角出发，提

高学生教育活动参与的有效性。 

5. 结论 

当前职业教育迎来大发展的好时机，中等职业教育也获得了各方力量的强力支持。学校积极探索学

生管理模式，产教融合深化，多方主体的共同助力，改善学生自身条件的不足之处。“以人为本”是管

理的核心价值取向，任何管理模式都需关注学生参与的动机，拓宽参与渠道，优化参与的内容以及重视

学生参与体验。促进学生个人成长与发展，实现为国家培养高质量技能型人才的历史性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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