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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在高职生劳动教育及成长促进中的应用
李梦思　魏大龙　贺　婧　程　岚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高职生大学阶段是自我同一性建立及价值观养成的重

要时期，而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其自我发展、价值观养成、成长成

才具有潜在威胁。“整理”是家政学中的概念，不止是“收纳、

整理”这一动作，更是一种思维及存在方式。整理能帮助人们明

确自身价值观，理清思绪及情感，重新审视生活方式和个人发展

相关事宜，理析“自我与人、与物品、与空间等的关系”，促使

人活在当下，关注生活中的秩序，让生活回归平衡。所以“整理”

是对抗消费主义价值观不良影响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自我体验、

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能将整理运用于高职

生教育，探索可以运用的途径与方法，对于促进高职生的全面发

展有诸多助益。本文梳理了“整理”相关研究及理念，对于如何

将“整理”运用于高职生劳动教育及成长促进提出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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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潜在威胁

随着全球化及经济快速发展，消费主义价值观（表现为消费

模式上的挥霍浪费、生活方式上的唯“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娱

乐至上）的出现影响着学生的心理生活质量，同时威胁学生正确

价值观养成。在物质取向渗透下，容易使人以物化价值、利益化

标准衡量身边的人、事和经历，将人际交往物质化、将他人工具化，

在人际交往及生活体验中权衡利弊、斤斤计较，不断消弭着心中

的真善美，最终使一些人淡化了对个人成长和人生意义的追寻。

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如果一些学生的心灵受到

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侵蚀，将不利于个人成长成才。尚艳琼等针对

高职生精神生活的研究显示，部分高职生比较注重精神世界的愉

悦和享受，不注重关乎价值观念、理想人格、人生最高价值等丰

盈心灵的精神生活需求，所以当遇到人生挫折和打击时，他们会

有更深的挫败和无助体会；在物欲诱惑面前，他们也容易迷失自我。

所以警惕消费主义价值观对部分高职生的影响，并积极开展引导

教育，在高职生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消费享乐主义泛滥带来的影响，风靡当下的“极简主

义”“断舍离”“扫除道”等生活理念恰是解决之道。这些理念

提倡了解自己，明晰、正视并管理个人需要与欲望，思考人、物、

空间之间的关系，尊重物品的价值、爱物惜物，去除个人思想及

生活中赘余之物，养成真正贴近自我及生活的存在理念，消除心

中障碍，真正过上一种适配于当下角色及成长发展需要，人、物、

空间三者按一定秩序均衡发展的生活 [4~6]。而“极简主义”等生

活理念的落实，均离不开“整理”这一过程。

（二）高职生的发展之需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高职生的心理发展正面

临同一性对角色混乱、亲密对孤独两种发展危机。这两种危机的

顺利解决，离不开高职生自我的发展。自我意识觉醒的高职生常

会思考“我是谁？我的价值和未来方向是什么？”，当确定了自

我选择就能够获得强烈的自我坚定和安全感，对于信仰、价值观

做出自己的判断。反之则会对社会及其自我缺乏目标和认同感，

造成心理发展危机。物化的价值观对其正确认识社会、理解及发

展自我、建立亲密关系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不利，容易导致自我

异化、人际疏离、倾向于物化利益化人生体验等，无法形成自我

坚定及安全感。此外，刚进入大学环境的高职生，容易产生孤独感，

他们渴望结交新朋友，并且在与朋友的互动中学习如何保持合适

的人际距离、如何有效沟通，如果有物化及工具化的人际交往模式，

势必会影响高职生的人际发展，不利于其度过亲密对孤独的发展

危机。

所以在高职生教育中添加对自我及关系的整理教育，有助于

帮助高职生完成其心理发展任务，提高内心控制感和安全感，成

长为身心健康、发展良好的个体。

二、概念界定

袁春楠认为：整理，不只是收拾有形物品，更是整理无形人生，

通过价值观排序，整理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财富和内心世界，

通过整理融会贯通，探索并改善我们和物品、时间、空间的关系。

日本规划整理师协会（JALO）认为整理规划是对住宅、生活、工作、

人生等所有事物，有效地进行准备、计划、整顿并维持。“整理生活”

企业的品牌理念中提到整理是处理“人、物品和空间的关系”，

让生活回归秩序，在秩序中享受生活。

借鉴以上看法，我们将整理理解为一种思维及存在方式并将

整理教育界定为：通过对具体整理思维及方式方法的学习，使学

生在对个人物品及空间的使用、学习状态、时间管理、情绪、关系、

理想自我及发展目标、价值观等的梳理间，去除该从生命中请出

去的、留下需要的、补充欠缺的，明白自己真正需要、喜欢及一

生要追求的是什么，找到并成为更好的自己，主动设计并过上理

想的幸福生活。

三、研究现状

（一）“整理”研究现状

“整理”这一现象虽在全球范围内备受推广，但多集中在家

居内务整理实践方法的传授，对“整理”的研究较少。以“整理”

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初等教育发文量大于中等教育大于高

等教育。从研究内容看，初、中等教育对“整理”的研究主题大

部分为文本、知识的整理方法，也有人将“整理（内务）收纳”

作为加强中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教育方法。在高等教育层面，学者

们虽然也关注到整理是学生的自我探索过程，但主要仍将整理作

为学生宿舍内务管理的一种措施。也有学者关注到整理的心理效

应，从物理层面的技能操作深挖到心理影响层面，虽丰富了整理

的理论深度，但对整理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探索仍明显不足。

对于整理能够改善人的心境、促进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更少。

整理类书籍一致宣扬通过整理改变了著作者或其他人的人生，但

关于内在的改变机制仅限于著作者的主观感受。如《极简主义》

的作者简一认为通过整理她更加清楚了解自己的需求及内心，在

尝试了极简生活后内心的混乱感下降，不再害怕失去和错过，对

生活及自我的掌控感、内心安全感均有提升。确有研究表明自我

控制水平的高低与希望感及积极行为间存在正相关，与负性认知

偏差呈负相关。吕悦等研究发现整理行为明显提升了实验组的开



116 Vol. 5 No. 11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管理与育人

心程度、降低了拥挤压力感，他们以此作为整理能改善人心境的

内在心理机制。但整体来看，对整理能够改善人心境的内在机制

研究依然十分不足。

综上整理能够帮助人们明确自身价值观，理清思绪及情感，

重新审视生活方式和个人发展相关事宜，如果能将整理运用于高

职生教育，探索可以运用的途径与方法，对于促进高职生的全面

发展会有诸多助益。

（二）劳动教育研究现状

整理教育也属劳动教育的一种。近年来，劳动教育得到关注，

劳动教育的实践与理论出发点正是源自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级劳

动人才的目的，同时劳动教育也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过程。目前我国高校劳动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真正开展劳动教

育的高校较少，教育缺乏系统性，对学生缺乏吸引力。我国需要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劳动也是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基本活动，劳动能力也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所需

的基本实践能力。我国职业教育法中提到高职教育需要根据社会

及职业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着重培养学生的“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所以在高职院校中开展劳动教育更具重要现

实意义，同时也是必不可缺的教育内容。

2021 年我国人社部公布了一批新增职业工种，其中就包括整

理收纳师。“整理”主要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及日本，经

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发展，之后其相关理念在全球范围得到推广。

2004 年，日本将整理相关的知识技能编入学校教育课程。整理收

纳的技能与理念与劳动教育相契合，也是高职生生活、未来发展

所需具备的能力。整理教育对学生具有一定吸引力，可以作为拓

展高职生劳动教育的重要实践内容，在劳动技能培养、健康生活

方式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等方面均有助益，从而促进高职生

全面发展。

四、“整理”运用于高职生教育中的设想

在《了凡四训》中，明代袁了凡提出“改过之法”的 3 个层

面：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依据这三个层面，我们提

出整理教育在促进高职生发展中的运用也可通过三个阶段来实现：

“一为整理有形物品（个人物品、财务管理及空间使用等），实

现轻盈生活；二为整理无形之物（情绪、关系、价值观等），实

现自在人生；三为关注当下并追求生活本质（学习状态、时间管理、

理想自我及发展目标等），实现人生平衡”。

整理教育的内容设计，我们可以参考“断舍离”“极简主义”“人

生整理术”等畅销书籍，从中提取、凝练、整合相关的理念、思

维方式、“整理”的知识及技能等，并将其与心理学、家政学中

的相关知识与方法相结合，同时结合高职生的发展需求，打造适

合在高职生中开展的教育内容。对于高职生的发展需求，有研究

表明大一新生多表现为适应困难；二年级学生多表现为人际关系

不和谐、学习压力及情感困扰；高年级学生多面临因毕业就业压

力带来的敏感、抑郁、焦虑困扰。我们曾对 1095 名高职生调查发

现“近一个月让其感到苦恼的困扰”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时

间管理、职业生涯规划与未来发展、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自我

认识、网络使用、恋爱与性。所以在高职生中开展整理教育的主

题可以有：人际关系整理、情绪整理与管理、学习状况整理、时

间运用整理与管理、价值观整理、自我探索与整理、自我职业发

展与整理等。在整理与心理学、家政学具体的融合方面，如价值

观整理可以整合心理学中“我的人生五样”团体辅导活动与袁春

楠提出的“价值观整理五步法”，将直观视图与内心体验取舍相

结合引导高职生对个人价值观进行理析，促进高职生更深层次的

认识个人价值观。在整理思维养成方面，帮助高职生学会用“清

洁 - 整理 - 新陈代谢”动态发展的思路醒悟个人想法、关系及情

绪等需整理的主题，并将“清洁 - 整理 - 新陈代谢”习得为一种

思维习惯及存在状态，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不断自我觉察、自我管理、

自我完善。整理教育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可以开发专门的整

理教育课程体系，也可以打造活动培育体系，科学设计教学大纲

及教学计划，设计与学生生活及发展息息相关、学生喜闻乐见的

校园活动，学习整理相关知识技能并打造全员整理校园文化氛围，

促进高职生全面发展。

在高职生群体中开展整理教育，既是对在高校中开展劳动教

育的创新，也是对高职教育“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人才

培养体系的有效探索，符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教育思路，为国

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职业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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