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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立德树人，道德建设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明确要

求。同时职业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乎学生的专业技能，而且关系到他们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和

社会责任感的塑造，所以职业院校应该着重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水平。本文从中职的思想教育现状出发，

根据中职院校现存的思政问题，提出改进策略。通过策略的提出，学校和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提高他们的文明素养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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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people with virtue,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clear re-
quirement of the sta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but also re-
lated to the shaping of their ideological character, values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 vo-
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vel. Start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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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the proposal of strategies, schools and teachers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great morality, abide by public morality, and strictly observe private morali-
ty, and improve their civilization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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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目前，中等职业院校学生(以下简称“中职学生”)的年龄多分布在 15~18 岁之间， [1]正是个体的思

想与行为习惯都逐渐发展成熟的时期，他们的思维总体是积极乐观的，大部分中职学生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都是正确的，思想政治态度是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但是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2]
主要是：缺乏自信心，进入中职学校后，部分学生会开始否定自己，认为自己是内部稳定不可控的因素

导致升学考试失败，没有进入普通高中而被淘汰进了职业院校。再加上社会上大部分人对职业院校有一

个固着定位就是成绩不好、不努力的学生才会去的学校， [3]从而导致他们自信心难以树立；存在性格上

的缺陷，表现为：喜欢独处，不爱和别人交流交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愿接触新事物 [4]；懒惰

心理，中职学生由于自身的学习基础比较薄弱，又不具有升学压力，对学习非常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怠

慢心理，参与中职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积极性也非常的低 [5]；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由于当代社会人们

的工作生活压力较大，各个社交媒体掀起了一波“活在当下，享受人生”的话题讨论，导致中职学生认

为人生就该享受，不该吃苦，不用努力，更有些极端思想的学生他们的理想目标是“好好活着”。同时，

他们容易出现“自私冷漠”情绪，对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缺乏认同；在这个新时代，他们心中

几乎不再重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传统美德，将其视为老一辈的价值观等等。上述不良思想的形

成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中职院校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不够深入，而社会环境

的不断变化与其众多不良思想的影响，也提高了职业院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2. 中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评价方式单一 

当下职业院校对于思想政治课程评价方式只是依靠期末试卷，重视考试结果而并非学习的过程，忽

视了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的引导与提高，只是机械式、填鸭式的教学，导致学

生只是为了取得好成绩或者通过期末考试才学习，并不是真正的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而学习。

久而久之，不仅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学习得不到提高，对职业院校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影响。在思政教育

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此门课程学习兴趣薄弱的一项重要原因也在于教师所秉持的教学理念、应用的教

育模式滞后、陈旧。 [6]如果中职院校只注重专业基础知识与实操技能的培养，学生是不能成为适应新时

代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的。因此中职院校更应该将焦点放在德育教育，尊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等方面。 [7]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511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覃杨 
 

 

DOI: 10.12677/ve.2023.125115 741 职业教育 
 

2.2. 校园文化缺乏隐形因素的德育教育 

学校思想教育的核心是隐形因素教育，隐形因素的德育教育是指学校和社会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

过程中，对学生内心世界、价值观、人格特质等方面进行引导和塑造的过程。这些因素往往不容易直接

观察和衡量，但对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8] 
校园文化也属于隐形因素它存在于学校任何地方，它对学校德育的建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分为

有形和无形，有形的包括教室的桌椅、黑板等，无形的校园文化包括学校校园的风气、和谐的师生关系、

优良的班风以及正确的舆论等。然而大多数职业院校没有对校园的布置设计等引起重视，并没有意识到

环境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在职业院校内的一些板报、展示架、宣传栏上可以很直观的传达

知识，但是很少有学校关注到这方面把这份好的资源利用起来，这是这些职业院校需要重视且改进的地

方。 

2.3. 中职学生缺乏是非观念 

高中阶段的学生辨别是非能力较差，遇到事情容易意气用事，只图一时的爽快，导致严重的后果。

并且现在人民生活普遍都富裕起来，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更加宠溺，对孩子犯的一些错误没有及时的

纠正，没有在道德上约束孩子，使孩子形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喜欢攀比，爱慕虚荣，追求物质

生活，极其缺乏内心的修养；不遵守社会规则及学校规定，以自我为中心；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沉迷

网吧，抽烟喝酒，烫染头发，聚众打架；早恋的不良风气在职业院校也普遍存在；城市的学生从小娇生

惯养，怕吃苦，浪费粮食等；有些家长忙于工作，认为自己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学生的一切教育都应该

归于学校负责，完全忽略了家校共育原则。综上所述，高中阶段正是学生形成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

键阶段，但这个阶段学生及其容易被不良风气带偏，如若学校和家长不及时纠偏最终会导致整个学校乃

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 

2.4. 日常行为习惯差 

职业院校整体的学习氛围远远比不上普通高中，早恋、打架、旷课等事件频频发生。一部分原因是

有些学生在初中的时候就养成不好的习惯，升入了中等职业学校之后脱离了父母的“约束”不良习惯就

更加变本加厉的显现出来。另一部分原因是职业院校在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没有普通高中重视。

中职院校着重把心思放在了职业技术教学上，很少有教师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性。 [9]
这使得学生在“你差他也差”的大环境下随波逐流，最终导致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中职生年龄阶段的

特点是心理叛逆严重，不听取老师和家长的意见，喜欢跟长辈“唱反调”；对遵守纪律的观念也很薄弱，

做事情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对校纪校规漠视，所以迟到、早退、旷课等违规违纪行为对这些学生来说是

家常便饭。再加上现代社会网络发达，信息化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

由于中职学生自控能力不强致使有些学生沉迷网吧，沉迷游戏。这样不仅弱化了学生的道德意识，而且

长时间的面对电脑辐射，也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10] 

3. 中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3.1. 改善教学评价方式 

当前采取的期末考试评价方式，是以分数来衡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是不科学

的。因此丰富教学评价方式很有必要，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法： 
1) 自评与互评：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让学生反思自己在德育方面的表现和成长。同时，可以引

入同学互评机制，让同学之间相互观察、评价，促进德育氛围的形成。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5115


覃杨 
 

 

DOI: 10.12677/ve.2023.125115 742 职业教育 
 

2) 德育档案记录：建立学生的德育档案，记录学生在德育方面的表现和发展情况。这些记录可以包

括教师评语、学生自评、家长评价等信息，形成全面的德育发展记录。 
3) 行为观察和案例分析：教师可以观察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深入了解

学生的行为动机和价值观，并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反馈。 
4) 创新评价工具：结合科技手段，开发创新的评价工具，例如德育素养测评问卷、情景模拟评估等，

更客观地评估学生的德育水平。 
这些方式可以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对自身思想水平的重视，从而提高职教学生在

思想政治水平上的提升，最终全面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3.2.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校园文化中 

优秀的校园文化环境会对中职生的思想观念有积极影响，所以职业院校要注重优秀文化氛围的营造。

中职院校想要创设学风淳朴的校园文化环境：遵循校规校纪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校风校纪

对学生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马克思曾说过：“必须在集体中个人才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校园的环境对

学生身心健康与品德培养有重要影响，良好的校风校纪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个人品德素养。 [11]第二

步可以借助已有的影视资源向学生传递爱国主义精神、团队精神等。还可以结合学校老师们高尚品德的

优秀事例，给学生做一个好榜样。第三步通过演讲、辩论、写作等校园活动和主题教育多种方式来丰富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在这些活动中，鼓励学生参与和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学生在充满和谐、公正、有爱

的环境下成长。除此之外还应该鼓励学生组建各种社团和组织，如学生党员组织、社会实践团队等，通

过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同时也能进行相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

和交流。总而言之，老师作为学生的榜样和引路人，应该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注重以身作则，树立正确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3.3. 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职生正处于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必不可少

的重要举措。以下建议是在学校教育中培养中职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途径。同时，学校、家长和

社会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才能更好地影响中职生的成长。 [12] 
1) 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鼓励中职生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乐观、

自信、坚韧，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目标。 
2) 强调社会责任感：让学生意识到他们不仅仅是个体，还是社会的一员，应该对社会有责任心和担

当精神。学校与家庭也应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参与公益活动，树立为社会做贡献的意识。 
3) 引导正确的消费观：教育中职生理性消费，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物质观，认识到消费不是唯一的

幸福来源，应该注重精神追求和品质生活。 
4) 培养团队合作意识：通过团队项目、合作活动，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和团结协作能力，让学生

们明白在集体中每个人的贡献都是重要的。 
5) 培养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激发中职生对知识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对学习的乐趣，并引导他

们主动探索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6) 培养正确的时间管理和生活规划：引导中职生合理安排时间，分配学习、生活、娱乐等方面，树

立长远的规划意识。 
7) 重视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引导中职生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职业道德要求，树立职业精神，培养

对职业的热爱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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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制定目标，规范行为 

规范中职生的行为是培养他们良好品德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环节。对于中职生我们应该用爱感化，

他们本质上是善良的，只是没有人正确的引导他们。我认为要从以下十个方法开始着手规范中职生行为： 
1) 遵守学校纪律：学校方面要帮助中职生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校园秩序、上课纪律、课

间休息等，树立良好的学生形象。 
2) 尊敬师长和教师：中职生要尊敬师长和教师，礼貌待人，听从老师的教导，不违反校规校纪。 
3) 遵守社会公德：培养中职生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的习惯，不乱扔垃圾、不破坏公物，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 
4) 诚实守信：中职生应该诚实待人，守信用，不撒谎，不传播谣言，遵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底线。 
5) 文明用语：培养中职生文明用语的习惯，不使用粗俗、侮辱性语言，保持良好的沟通礼仪。 
6) 团结友爱：鼓励中职生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不进行欺凌、歧视等行为。 
7) 安全意识：强调中职生的安全意识，不参与危险活动，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生产规定。 
8) 节约资源：培养中职生节约资源、环保意识，不浪费食物、水电等资源。 
9) 学会自我管理：中职生应该学会自我管理，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时间，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10)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鼓励中职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经验。 
除了学校的教育，家长和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家长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树立榜样，引导中职生正

确行为，倡导家庭和谐，培养良好的家庭价值观。社会应该加强对中职生的关爱和教育，提供良好的学

习和成长环境。只有学校、家长和社会共同合作，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才能更好地规范中职生的行为，

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公民。 [13] 

4. 结论 

中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仅关注学生的职业技能

培养，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总之，针对目前中职院校思想政治发展现

状，中职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首先需要增加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评价方式。其次要最大

化的运用校园文化的隐形因素来增加学生德育知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多赞扬肯定学生。

最后需要学校和家长一起规范他们的行为，帮助他们一步步完成制定的目标，促进他们思想政治水平得

到提高。中职院校要不断完善对思政课程的建设研究，努力把思政课程建设成为学生真正喜爱的课程。

除此之外，改变社会对中职生的评价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让中职教育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

从而使中职生在成长中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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