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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高职学生德育评价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以 4 所双高校为例

余建兵 1　马国栋 2　张君第 1

（1.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41000；

2. 兰州工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目的 / 意义 ] 通过调查与分析，分析陕西省高职的德育现状和成因分析，根据高职学生的特点探索高职德育评价的方法和途

径，完善高职学生德育评价体系，创新适合高职学生德育的方法，多角度的探索实现方法，健全评价体系，为提升高职院校德育平法，

提供理论性的依据。 [ 方法 / 过程 ] 本文通过文献法、调查法、数据分析法等方法，对陕西 4 所双高校部分教师、学生、用人单位领导

等进行了专项调查，认真分析现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德育工作现状、形成的原因。[ 结果 / 结论 ] 进一步挖掘育人要素，丰富德育载体，将

德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进一步加强对高职学生的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教育，重点论述了德育工作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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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大学生生命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学生在这一时期内“成

人成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价值体系的多元化，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源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与挑战。德育评估等已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时代性发展的需要。

本文以陕西省 4 所双高校的部分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领导为

对象，开展了一次专题调研，对当前学校的德育状况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并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让每位学生都能

成才”的教学思想，深入发掘学生的素质，充实学生的道德品质，

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强化职

业学校的德育工作，使其“成人成才”，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平

的技术与能力的人才，并对强化职业学校的道德建设起到一定的借

鉴作用，从而推动职业学校道德建设的可持续、良性地发展。

一、陕西省高职学生德育评价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一）陕西高职教育发展概况

在全国高职教育蓬勃发展的时候，陕西高职的发展也步入快

车道，到 2022 年底，陕西有普通高校 111 所，成人高校 14 所，

其中专科层次的院校有 40 所，高职招生人数 162783 人，在校人

数 526154 人。举办高职教育本科高校 2 所，截止 2023 年 4 月，

目前公示一所公办类职业本科学校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省高职教育在近代得到迅速发展的壮大。

（二）陕西高职院校德育教育现状调查

1. 调查方式。本研究采用以专业为单位，采用纸质问卷调查、

电子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现场访谈等形式进行调研。本次活动得

到学院、系领导学生和企业有关人员大力支持和协助，实事求是地

回答了有关问题，问卷收发情况（见表 1），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

真实性和代表性。

表 1  问卷收发情况

发放调查问卷份数：（份） 回收问卷份数：（份） 回收率（%）

学生调查问卷份数：300 份 260 份 86.7%

教师调查问卷份数：38 份 32 份 84.2%

企业调查问卷份数：28 份 20 份 71.4%

2. 调查对象。

（1）学生和教师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西安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 4 所高校部分在校学生（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实

习学生、毕业生等和部门领导教师等。

（2）企业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选取和以上三所高校具有长

期合作意向，且一直实行校企合作的对口用人单位，如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中国电力、航空公司等。

3. 调查内容。对三所院校的学生、教师、用人单位领导分别

设计了调查问卷。（见表 2）

表 2 调查问卷内容设计

时间 所在院校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2023 年

5 月

至 9 月

陕西工业

职业技术

学院、杨

凌职业技

术学院、

陕西铁

路工程职

业技术学

院、西安

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

学生

学生：1. 学生自身德育认知与德育

行为情况；

2. 对教师德育工作的感知和评价：

3 对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感知和评

价；

4：对高职院校德育工作还有哪些

意见和建议

教师

教师：1 德育理念；2 德育组织机构、

制度环境、资源建设：3 德育目标、

内容、方法手段：4 对高职院校德

育工作进行综合评价；5 对高职院

校德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1 对高职学生德育状况

进行综合评价：2 对高职院校的德

育工作进行综合评价；3 开展校企

合作模式下学生德育工作的意见

（三）高职院校德育现状及分析

1. 德育管理的合力育人程度不深，发挥的作用不够。加强德育

工作，要使各个方面紧密合作，相互配合。但在调研过程中，仍存

在着一些脱节和脱节的现象。例如，对于“专业教师是否将职业道

德和职业态度等道德教育内容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这一问题，17%

的同学认为“经常会”，“偶尔会”占 59%，“不会”占 24%。在

被问到“你的学校经常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互动”这一问题时，

17% 的人认为“经常”，61% 的人认为“经常”，22% 的人认为“没

有联系”。另外，学校的校园环境和德育氛围对大学生的教育效果

也不尽人意。例如，在“你认为学校的道德气氛好不好”这一问题上，

28% 的教师选择了“浓厚”，36% 的教师选择了“比较浓厚”，只

有 31% 的教师认为“不太浓厚”，5% 的教师“不浓厚”。

2. 德育工作的理念重管理轻教育，工作效果不明显。从老

师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在德育工作中，你是直接地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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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怎么做，或者是让学生做更多的思考”，只有 30% 的

老师选择了“直接让学生做什么、怎么做”，而选择“很少对学

生做什么、怎么做，基本都是让学生做更多的思考”的老师只有

22%。从学生的调查结果来看，当前的道德教育方式比较简单，

缺少针对性的引导，例如：“贵校的道德教育工作对学生的差异

性和主体性的关注程度”，7% 的学生认为“十分注重”，48% 的

人认为“比较注重”，39% 的人认为“不太注重”，6% 的人认为“不

注重”。对于目前的校园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有 18% 的同学

表示“非常融洽”，37% 表示“比较融洽”，“一般”占 36%，“比

较紧张”的占 9%。这也反映出当前的校园道德教育方式还停留在

单纯的强制性上，缺乏对学生个体差异性、针对性的教育，这样

既不利于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无法达到良好的教育成

效，有的时候还会发生一些用说谎来糊弄教师的情况。

3. 德育活动引起学生积极性不高，活动效果不满意。目前，高

等职业学校对道德主题教育的关注日益增多，其内容与规模不断增

大，但仍存在着形式单一、内容单一等问题。课堂教学中存在着一

些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学习动机不强、教学效果不理想等。例如，

在“你对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有什么看法”时，有 21% 的人认为“积

极参加”“允许参与时再参与”、24% 的人认为“可以避免”和“从

不参加”。又比如“你对自己的学校道德建设有什么看法”，26%

的人认为“开展了更多的活动，但缺少了更多的教育”，而认为“内

容丰富、有教育性”的仅占 23%。当然，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

也可以看出，同学们对学校更多地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抱有极大的

期望，在回答“你想让我们学校举办哪些活动”的时候，18% 的同

学认为“体育活动”，24% 的同学认为“文娱活动”，37% 的同学

认为“比赛形式多样”，而“社团活动”的同学占 21%。

4. 德育评价未能发挥应有的激励促进作用。高职德育工作评估

是高职德育系统整合与创新的一个关键步骤。通过调研，我们也看

到了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例如，雇主对“你对学校的

职业伦理素质的满意程度”这一题目，雇主只有 35% 的受访者表

示“非常满意”，62% 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满意”。在目前职业学

校中，你对哪一种职业伦理最厌恶这一题目，雇主有 35% 的受访

者认为重视薪资，经常更换工作。另外，对于工作中的“牢骚满腹、

玩世不恭”“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表

现也比较厌恶。深入研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前的职业学校道

德评估存在着一些不够科学的地方，无论是评估内容还是评估主体，

还是综合评价，都没有真正体现出高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实际情况，

没有起到一定的激励和推动作用，有待于改进。

（四）提升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建议

1. 加强德育组织领导，拓宽途径全员育人。要加强对大学生

道德建设的领导，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确定各部门之间的职责，

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协调配合的新型德育工作模式。高

等职业学校应主动拓宽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途径与空间，全

方位强化学校网站的建设，指导学生合理使用互联网，做到文明

使用。大学德育工作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种扩展与补充，是一种

理论联系实际，行之有效的德育实践。要达到大学的目的，必须

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前提，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

把道德教育贯穿于高等职业学校的各个环节。

2. 依据高职学生特点，以人为本因材施教。要达到人才培

养的目的，必须以全面提升人才的综合质量为前提，既不能只靠

“管”“压”“控”，也不能只靠“讲道理”。在一定程度上，

道德教育相对于“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而言，是一种柔性

的管理方式。教育离不开行政体制的实施保证，而管理离不开导

向的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工作者应正确理解和正确

对待“育人”和“育人”的关系。

职业学校的大学生自尊、自我意识较强，他们向往轻松、自

在的校园生活，他们很可能会对强制性的管理方法感到反感。“以

人为本”，对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使

学校的教学转变成了自主的教学。

3. 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高等职业学校的道

德教育团队是落实职业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力量，建立一支业务水

平高、结构合理、乐于奉献的道德教育师资队伍，为学校道德教育

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保证。当前，高等职业学校的道

德教育是一项艰巨而艰巨的工作，它要求高校的道德教育工作必须

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对高校德育工作要重视，制定专门的评选、

表彰办法，对德育工作中的优秀单位和个体进行定期的评比和表彰，

保证对德育工作进行物质上的、精神上的鼓励。

4. 完善德育考评机制，促进德育健康发展。构建完善的职业

教育评价体系，使其能够真实地体现出大学生的实际品德行为、

个性表现等，能够通过对道德教育的现象和规律进行分析，对整

个道德教育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对其进行最优化的控制，从而使

道德教育工作真正地得以落实。

要按照道德评估的基本原理，构建标准化的道德评估制度。

改变了传统道德教育评估中主体的单一性，注重学生的道德情感

和经验，在评估道德教育的过程时，应将辅导员、班主任和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老师作为主要对象；以企业员工和学生为主要评估

对象，将自我评估和他评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好地

体现出学生的道德品质。

三、结语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是高职院校实现高职教育改革的重

要途径。在当今的时代，各类意识形态的融合与碰撞越来越激烈和

复杂，高职院校的道德教育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文章以高等职业

教育为背景，从组织领导、学生特征、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从德育的方式和对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两个角度出发，采用文献

法、调查法、案例研究法，对陕西省 4 所重点高校的部分教师、学生、

用人单位领导等开展了一次专题调研，对当前德育工作的现状进行

了深入的剖析，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期对职业院校学

生的思想引导和行为准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尽管其中的某些措施也在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完善着，但是从执行

过程中所得到的某些阶段性结果来看，它们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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