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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校生自信训练的途径和方法
钱敏娜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自信心是一种反应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某项活动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征，是一种积极，有效地表达自我价值，

自我尊重，自我理解的意识特征和心理状态。文献综述中谈到影响学生自信的因素主要有学生对自我的认知，学生是否被周围的人所肯

定，学生自身的长短处，学生与周围环境和人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对于技工学校的学生的自信训练的方法

的文献很少，尤其是在对技工院校不同年龄阶段，中技生（初中毕业生）和高技生（高中毕业生）两大不同年龄阶段的新生的自信训练

的方法的文献是没有的。因此本文以技工院校的中技生和高技生的新生为研究对象，从文献综述中谈到的影响学生自信的四大因素着手，

采用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调查方式，找出影响技工学校中技生新生和高技生新生自信的原因，结合这些因素，找到适合该类学生的自信训

练方法，并在学期初反馈给各班班主任，对技校生入校后的自信培养上有一定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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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技校生在经历了中考和高考的挫折之后，自信心减弱，

而作为国家主要培养的技能型人才，更要注意技校学生自信

的培养和树立。因此，在技校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培育技校学生文化自信，坚定技校生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的

意义。

（二）研究意义

到 2020 年，我国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比 2009 年增加 990

万人，缺口巨大。如何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成为技工教育的

重中之重。目前入读技工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

在中小学阶段由于学习成绩不佳而备受冷落与歧视，自信心和自

尊心备受打击。广西南宁地区某技工学校对 2001 级学生是否能够

顺利就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学生在回答“对于顺利完

成技校阶段学业并成为目前所学专业的行家里手”这一问题时，

选择“信心不足”或者“毫无信心”的学生竟达 80%，在回答“凭

着自己实力顺利就业”的仅有 15%。

因此，积极进行对技校生自信心的培养和训练，自卑心理障

碍疏导，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技校生学习的特殊性，有针对性的搞

好技工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这对于当前技工学校深化改革，提

高办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以技工院校中技生和高技生新生为对象，采用问卷

调查和面对面调查的方式，利用图表数据分析本校中技生和高技

生新生的自信状况，并且针对当下情况，得出适合中技生和高技

生自信培养的方案。

二、问卷调查

（一）调查对象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华美校区）2020 级新生：中技生 30 人（交

通城轨专业），高技生 36 人（交通城轨专业）

（二）调查内容

调查本校 2020 级中技生和高技生新生的自信意识，问卷围绕

先行研究中影响学生自信的因素，重点帅选出影响最大的三个因

素：被人认可方面，自身优缺点方面，自身与周围环境方面。通

过问卷和面对面调查的方式，得出影响中技生和高技生新生的自

信因素，针对影响自信的因素，得出适合的自信培养方案。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结果回收

共计回收 66 份有效问卷调查，如下表（单位：人）：

表 1 自信意识调查问卷

学生 中技生 高技生 合计

人数 30 36 66

合计 30 36 66

（一）结论分析

1. 关于自信方面问卷调查图表分析

①喜欢你自己吗？如下图（单位：人）

图 1 是否喜欢自己调查结果

随着年龄的上升，阅历的增加，能够喜欢自己的学生数量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本校的中技生新生对自己的喜欢偏低。

②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时候，能够流畅的表达你自己吗？

图 2 是否可以流畅表达自己

就调查结果而言，不论是中技生还是高技生，自信的学生数

量大于不自信的学生数量。而有文献综述指出，近年来不自信的

学生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本次调查结果也得到了证明。

[ 设问二 ] 关于被人认可或者有没有人倾听方面

③周围有认真听你说话的人吗？

图 3 是否有认真听你说话的人调查结果

被人认可与否，也是自我展示。在高技生中，被人倾听的人数

较多，近八成以上学生周围有人可以倾听自己；在中技生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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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学生也是周围有倾听自己的人。在周围是否有人倾听，显得极

为重要；一成的中技生在周围没有倾听自己的人，可能是由于青春

期的原因。因此，对于中技生而言，如何改善学生的交友关系，尽

可能使他们周围有朋友可以倾听自己，从而增加自我肯定感。

[ 设问三 ] 关于自身优缺点方面

④经常会想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吗？

图 4 是否想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调查结果

有七成以上的中技生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缺点，通过面对面的

调查，想要改善自己的缺点的学生普遍反映缺点让他们觉得不自

信，在众人面前会很丢脸；但是实际的面对面调查中发现，有些

学生认为是缺点，如早起床，但其实早睡早起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因此在中技生的日常生活教育中，要多鼓励一些正方向的行为；

而在高技生中，想要改善缺点的学生达到 97%，仅一人表示不清楚。

[ 设问四 ] 关于自身与周围环境方面

⑤会在意别人怎么想你？

图 5 是否在意别人怎么想你调查结果

在意周围人的想法，可以解释为自我意识。一方面自我意识

过低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自身就会无所顾忌，过度的话是不好

的，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意识过高太在意周围人的眼光也是不好的。

面对面调查中，有学生反映，太在意别人的评价的时候，就不会

按照自己的本意去做一件事情，有时候在交流上就会产生很大的

困难。因此在这方面，自我意识应该到什么程度是值得探讨的；

问卷调查显示，中技生的自我意识很高，近六成的学生是在意周

围人的眼光的；而在高技生中，呈现比较平均的趋势。

2. 交叉分析

（自信）×（被人认可）

①自我喜欢和自我展示的关联。能够自我展示，也就是周围

有倾听自己的人，比起那些无法自我展示的学生，自我喜欢的比

例更高；自我展示有好的效果，但也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

无法自我喜欢的学生，没有自信的学生，十分恐惧将自己的缺点

展示给别人，因此会控制自我展示。因此假设一个这样的关系：

能够自我展示，也会自我喜欢。将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在很多

场合，可以得到来自对方的评价。比如，学生在说了自己的弱点

以后，对方可能会回答“这个缺点不是很明显”“这是优点哦”。

正因为这个回答，学生会变得喜欢自己。

（自信）×（优缺点）

②自我喜欢和优缺点的关联。对于中技生，不想要改善自己

缺点的学生，自我喜欢的比例是很高的。在面对面调查后，回答

不想改善优点的学生的理由是：认为本身没有缺点，认为缺点也

是优点，因此觉得不用改善。在高技生中，被人表扬过自身的缺点，

因此在自我喜欢的比例是很高的。学生如果能够自我喜欢，能够

很大程度上捕捉到自己的缺点并想要去改正。

（自信）×（自身与周围环境）

③自我喜欢和自我意识的关联。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就是

自我意识高的学生，比那些在意别人眼光的学生，在自我喜欢的

比例上更高。如果过分在意比人的眼光，也容易动摇自己原本的

意识。为了精神状态的稳定发展，坚持自己的想法，不用过分的

在乎别人的眼光可能会更有利于学生的自信发展。

四、加强中技生和高技生新生入学后的自信培养路径

围绕本次调查中影响中技生和高技生自信的三个因素，对中

技生自信培养的路径上提出如下建议：

在自信方面，要让学生喜欢自己，也要接受有缺点的自己。

在面对面调查中，学生反馈跟别人相比，自身什么都不行，没有

自信，因此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因此，在中技生中自我否定的学

生存在大部分。自信难道是因为会做一件事才产生的吗？如果因

为一件事比别人厉害，就能说拥有了自信吗？班主任在班会课中

应该传达真正的自信，即要全方位的认可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给

自己自信的教育。要告诉学生，没有完美的人类，即使自己做不到，

那也是自我的一部分。要让中技的学生接受全部的自己，不论是

好的还是不能的自己，充分的认识自己。

在被人认可是否被倾听方面，要尽可能的学会交知心朋友。

因为本校的中技生中，没有倾听的朋友的人数占据不多，因此针

对少数没有倾听的学生，班主任可以主动的关心这些学生。学校

也可以开通知心热线，让少部分学生可以在想要被倾听的时候得

到释放的渠道。

在优缺点方面，班主任要定期召开班会，让中技学生正确认

识自身的优缺点，同时举例让学生去分辨是优点还是缺点，让学

生自己分条列出自己的优缺点。制定一些计划给学生改善。班会

课可以加入学生优缺点分享这个环节。

在自身和周围环境方面，班主任应该多多鼓励学生尽可能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在班级选举方面，班主任可以采取学生以

记名的方式，将想法写在纸上后提交；在对班级管理上，班主任

也可以经常采用以记名或者匿名的方式，鼓励学生将想法写下来。

在班会课上，多鼓励学生上台发表。

本次调查中，本校高技生的自信意识是很高的，仅有极少数

高技生在影响自信的因素自我喜欢，自我展示，自我意识上的培

养需要重视。针对极少数缺乏自信的高技生，班主任留意本班学

生，及时向心理教育工作者反馈，辨别学生自信缺乏的主要因素，

帮助极少数学生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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