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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作为近年来我国新提出的一种创新性的教育目标，要求新时代中职教师注重学生在学习和

素养双方面的发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中职院校班主任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班主任不仅要关

注学生的知识学习程度，还要将“立德树人”作为学生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本文在立德树人理念的指

导下，通过分析中职班主任德育工作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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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requires secondary vocational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both learning and literacy,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 management of class teache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class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knowledge learning level, but 
also take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stud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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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class teachers, finds out the ex-
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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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职院校是现阶段我国发展教育、提升教育水平的关键途径，如

何促进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是教育部门的重点关注所在。我国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

在 2015 年将“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 2019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了《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凸显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社会大多数人对中职生都具

有刻板印象，认为中职生的成绩差、是中考的失败者、中职生缺乏道德素养等，造成这种刻板印象的原

因除了社会遗留原因，还有就是部分中职生是符合社会大众的看法的，他们因为学习基础薄弱，知识接

受水平不高，在中考过后无奈进入中职院校，成绩差的自卑心里会影响学生在中职学校的表现，包括学

习方面和同其他学生交往方面，比如希望过度表现自己、标新立异、突出自己，并且由于处于青春期的

关键时期，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没有真正形成，并不稳定，这就更需要班主任的耐心引导[2]。但是，

在大多数中职班主任的德育工作过程中，班主任的德育工作并没有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2. 中职班主任德育工作的现状与弊端 

2.1. 重班主任轻学生 

教学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德育工作也是如此，德育过

程不仅涉及教师，还要求学生参与进来，并且这个过程还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如果仅仅只是被动参与，

就达不到要求的德育效果。学生是德育过程的主体，教师在德育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现实德育

工作中，学校管理者习惯把德育工作自上而下地分配给班主任，过于强调班主任的工作和作用，而忽视

了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成为被动的承受方[3]。在德育过程中，班主任的惯常做法是说教，

并且只是在班会活动过程中进行主题教育，并没有真正地把德育工作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去，在主题

活动结束后，班主任也没有检查主题活动结果，进行自我反思，只是例行完成任务。德育工作更强调教

师的地位和参与度，学生的德育过程中的参与性极低，班主任单独上演独角戏的做法导致德育效果不佳，

没有达到德育工作的目的。 

2.2. 重传统轻创新 

长久以来国家都非常重视德育工作，也经常呼吁中小学德育课程的安排[4]。在长久的德育工作实践

中，学校和班主任基本形成了一套惯有的德育工作实践模式，形成了单一的德育工作计划，每年根据已

有的德育计划进行，缺乏特色和创新，没有根据学生实际及时地进行创新，方法单一，形式单调，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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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学生，学生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德育效果差。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中职学生在生活和学习过

程中，都会接触到互联网，如果中职班主任思想观念落后，不愿意紧跟时代进步潮流，不愿意了解流行

热点话题，就会与学生脱节，学生就更加不愿意听从老师的说教，不配合班主任的德育工作，影响德育

效果。如何利用“互联网 + 德育”进行创新是做好德育的关键所在，这不仅需要班主任多了解学生，还

要求班主任多了解网络热潮，用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德育工作，及时更新德育方式，将互联网融入

到德育工作中去，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德育工作，参与到学生的日常关注的活动中去。并且需要

学校和班主任共同努力，跟上学生和时代发展的步伐，大胆探索，开拓创新。 

2.3. 重说教轻交流 

德育工作最好的效果是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交流，而不是教师自己一个人的“独角戏”，教师在德育

过程中的单向输出并没有达到影响学生的效果，班主任一个人在讲台上面的侃侃而谈并没有真正地吸引

到学生的注意力，输出内容并没有真正地为学生所接受。在传统的班主任德育工作实践中，班主任根据

上级安排的德育任务，在讲台上面强硬地灌输道德知识，麻木地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学生是非对错，学生

是被动的聆听者和知识的吸收者，这种做法不利用学生真正贯彻这些道德行为，并且在班主任德育工作

过程中，班主任与学生的身份并不对等，班主任仍处于权威地位，强硬地要求学生不允许做违法乱纪和

违背道德的事情，这种态度对处于叛逆期的中职学生来说是比较抵触的，他们甚至还会反其道而行之。

德育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四个要素，中职学生能否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与班

主任的德育工作息息相关，班主任会从多个角度和多个方面影响学生的道德认识，学生能否形成正确的

道德认识依赖班主任德育工作的正确实施。从道德认识到达道德行为是德育的最终目标，达到这个目标

仅靠说教是不行的，需要学生真正地参与到班主任德育工作过程中来，在和班主任的双向交流中形成正

确的道德观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5]。 

2.4. 重技术轻思想 

虽然是在中职院校，学生的文化课基础水平比较薄弱，大多数的中职学生在初中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固

定的学习习惯和思想误区，他们不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只对技术实操课程有些许兴趣，对一切课堂

教育工作抱有严重的排斥心理，长期处于不良学习氛围中的班主任，深知中职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接受

能力，对此也形成了错误的见解和思想观念，觉得自己的德育工作不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作用，在思想和

行动上产生职业倦怠，对学生不抱有任何期待，因此放弃德育工作，任其随意发展。相对普通高中，班主

任的升学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学校繁杂的行政工作也让班主任无暇顾及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中职学生

对于文化知识学习的态度也使班主任更加关注的是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班级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涉及班

主任职业生涯的事情。这些班主任认为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不重要，他们认为中职院校主要是负责培养技

术人才，这些班主任只重视学生各项技能是否熟练，能否适应企业对学生技能的要求，忽视德育工作，没

有在适当的时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形成错误的思想道德观念，养成错误的行为习惯。 

2.5. 重理论轻实践 

德育教材重理论轻实践、德育理论方法和方式枯燥单一，充满形式主义，往往与学生和社会生活相

脱节，中职班主任在德育工作过程中时常大面积、通用方式进行德育教育，并且往往只注重道德知识理

论教育，教师对德育教育内容体系和具体德育内容掌握得非常娴熟，但是对于德育对象缺乏系统认识，

不能从学生自身出发，有效调动中职学生的积极主动性，难以消除教与学之间的鸿沟。随着立德树人教

育目标的确立以及学校教育改革的推进，多数中职院校进行的德育教育课程改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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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活动，但是很多学校的德育活动仍然停留在形式化层面，比如组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诵活动、

宣扬核心价值观黑板报评比活动等，这些活动还是注重道德理论知识的传播，活动结束后不关注活动对

学生的影响，不关注学生是否将核心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动，是否将道德认识自觉转化为道德实践，

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接受程度，使效果甚微。 

3. 立德树人理念指导下中职班主任德育工作策略 

为了提高中职班主任德育工作的有效性，中职班主任必须全面贯彻立德树人理念，在德育工作过程

中，以学生为中心，深入了解分析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德育工作内容，创新德育工作方

式，让学生参与其中。 

3.1. 深层次分析学生，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德育工作的正常进行。了解关心学生是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进行德育工作

不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师生的共同参与和配合。班主任开展德育工作，要根据学生

已有道德品质水平和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的引导学生的德育行为，这种做法的前提是要了解学生。所以

进行德育工作一定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不能千篇一律地按照同一个模板进行，深层次分析学生的道

德认识，言传身教增强学生道德情感，在实践中磨砺学生道德意志，最终培养学生良好道德行为[6]。部

分中职学生是由于中考失利才进入中职院校，因此在学习上更加发奋图强，希望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改变命运，这种学生往往更容易忽视道德素养问题，班主任应该对这类学生多加关注和引导，在形成良

好道德素养的基础上提高知识储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同学生形成良好的师

生关系也有利于德育工作的开展。学生具有向师性，学生敬爱自己的老师，就更容易模仿老师的行为，

更便于教师言传身教。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是教师尊重理解学生，教师要相信自己学生的品质，学

生是发展中的人，中职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这需要班主任的耐心指导和全身心的信任，给

学生在未来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国家技术人才[7]。班主任需要与学生之间互相信任与互相理解，减小两

者之间的距离，学生感受到教师一方面作为良师，另一方面作为益友，能够放下心中的芥蒂，把自己的

困惑和恶劣的想法宣泄出来，把心中思想讲述给班主任听，班主任及时进行引导和教育，并且从单个人

上升到整个班级，更加了解班级学生的现状和存在的道德问题，把不良行为及时扼杀，让班主任的班级

管理工作中融入德育教育效果更强。 

3.2. 班主任增强自身素养，体现榜样作用 

学生具有向师性，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具有示范性。在平时的教学以及教师私下与学生相处的过程

中，班主任的言行举止能够给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一定影响。除了父母，班主任是学生在校相处时间

最久的人，因此班主任自身的道德素养至关重要。班主任在平时的管理中应该不间断吸收新知识，创新

德育方式，增强互联网使用意识，进一步巩固知识技能和提高德育素养并且主动进行教学管理反思，增

强自身教学管理能力和德育工作效果，妥善处理班级管理的问题和学生存在的道德水平缺失问题[8]。班

主任要注意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做到为人师表，在学生面前塑造良好的教育形象，为学生树立道德榜

样并引导学生效仿自身道德行为。在平时的工作中，班主任注重言传身教，时刻注重将思想行为需要及

时转变为自身的素质，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展现自身高水平的道德素养，并不断进行学习，不断增

强自身道德素养。 

3.3. 重视平等待人，强调和谐共处 

教学管理实践中，任何学生在班主任的心中都需要被尊重与关怀，班主任要平等待人，把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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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转变为德育教育指导。班主任与学生平等相处，不要利用教师的威严进行德育工作，让学生产生畏

惧情绪排斥心理，进而反其道而行之造成不良影响，尊重学生个性成长和道德发展规律，使得学生在良

好的生活环境中减少成长压力，注重道德素养的提高，激发学生加入德育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面

增强学生道德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班主任除了自身以身作则以外还可以给评选道德模范生，让学

生评选出学生眼中品德优良的学生成为模范代表，树立道德榜样，由于这些模范是学生自己选出来的，

学生更容易模仿榜样的道德行为，自觉按照榜样的行为规范做事，也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将道德认识内

化为自己的道德实践。班主任要在班级管理中要求学生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想法，遇到问题应理性处

理，而不是使用暴力，不然难以建设和谐的社会体系[9]。班主任需要有意识地分析学生的优势与不足，

逐步放大学生的优势，体现出学生的特长，加强德育工作效果。鼓励与支持学生发展特长，利用正确的

方式，帮助学生补充自己的不足，巧妙地结合班级管理以及德育管理，让学生可以把所学的知识外化于

行，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道德行为意识[10]。 

3.4. 举办班级活动，丰富德育教育形式 

中职学校的班主任进行德育工作，班主任要能够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积极性，举办大量的班级活

动如班会、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帮助他人的乐趣，还可以发挥自己提高学生综合能

力的作用。班主任需要丰富德育教育形式，循序渐进渗透德育元素，组织学生离开课堂走进生活，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通过多媒体教学技术给学生展现生活视频和国家感动模范的事迹，使学生直观感

受道德的力量，学生直观地了解德育知识和道德行为，自觉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班主任还要开展辩论

会和角色扮演活动，使得学生互相辩论和选择如何正确处理事情，发表自身的意见，由此以多彩的班级

活动加深学生的德育意识，针对性开展中职学校的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11]。 

3.5. 制定班级管理方案，全面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中职学校班主任开展德育教学工作，应该制定相对完整的班级管理方案，高水平的班级管理者能够

妥善处理班级事务，让学生积极健康地长大。在平时的班级管理活动中，班主任结合学生的思想行为，

明确对应的管理机制，确定学生自身的职责，确切分配任务，学生能够遵守管理方案，积极加入班级管

理活动。与此同时，班主任的班级管理需要体现学生主体地位，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学生为中心是

提高德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德育是保障教学活动、适应学生发展需求的重要教育内容，班主任应该分析

学生德育素质与价值思想的培养情况，真正在班级管理中融入德育，严格落到实处。班主任应及时打造

三位一体的指导模式，即专业组长和班主任以及学生干部一同组建的，其中组长是各个班级的负责人，

初步明确班级管理要点。班主任应重视工作目标的落实，学生干部是优秀的学生代表，彼此之间共同合

作，做好班级管理工作[10]。潜移默化是班级管理的基本要点，中职学生在青春成长的关键阶段，其需要

被充分肯定与尊重。教师要长时间地指导学生，使得学生接触的知识与技能潜移默化转变为素质和观念，

凸显中职学校德育教学的效果[12]。 

4. 结语 

中职学生德育工作至关重要，关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问题。少年强、则国强，青少

年是国家的希望，是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的素质代表了国家的

素质，应试教育的弊端是阻碍德育工作的重要因素，贯彻立德树人理念，实现立德树人根本教育目标，

必须打破应试教育的壁垒，勇于创新。德育工作是学校工作的灵魂，起着统率作用，德育工作的目的是

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和人格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13]。班主任是沟通学校、家庭和社会

的桥梁，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推动力，只有班主任注重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切实践行立德树人理念，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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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才能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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