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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浅析学生人生目标状况
张　滨

（巴州红旗高级技工学校，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要：学生迈进技术学校的大门，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但

大多数进入技校的学生普遍存在学习成绩差、自我约束不强，很

多老师、家长认为这些学生无可救药了，对其采取无视、放任的

态度，任其懒散、“混日子”。通过我校学生人生目标的调研，

我发现学生存在以上现象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学生没有明确的目标，

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因此我认为：应加强学生的人

生理想教育，引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使自己成为有用的技

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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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校学生人生目标现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了解我校学生的就业心理动态，

我校曾开展了德育“第二课堂”——“大胆梦想，确定你的人生目标”

活动，主要针对学生的人生目标情况展开调研。

（一）调研内容

教务科针对我校学生学习兴趣比较低，学习氛围差，学生

就业心理起伏不定等情况，于 3 月 31 日晚自习时间对我校 2018

级——2020 级 15 个班学生展开学生人生目标情况调查。

（二）调查过程

时间：2018 年 3 月 31 日晚自习

地点：2018 级—2020 级各个班级

过程：由教务科组织，向各个班级发放人生目标学习材料，

由各班班长或学习委员组织学习、记录。并要求每名学生写一份

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调查结果

本次共收集我校 2018 级—2020 级 15 个班共计 295 人人生目

标情况资料，通过对我校 2018 级—2020 级 15 个班学生人生目标

资料整理，我校学生人生目标情况如下：

1. 通过对我校 2018 级—2020 级 15 个班共计 295 人的调查，

其中有 237 人存在着无人生目标或人生目标不明确等现象，占调查

人数的 80.3%，人生目标明确的仅有 58 人，占调查人数的 19.7%。

2. 通过对我校 2018 级—2020 级 15 个班共计 295 人的调查，

高年级学生人生目标明确的人占比重较大，如：18 电工 2 班，共

计 30 人，有明确人生目标的 17 人，占班级人数的 56.7%，目标

不明确或无目标的 13 人，占班级人数的 43.3%；20 级 1 班，共计

19 人，有明确人生目标的 3 人，占班级人数的 15.7%，目标不明

确的或无目标的 16 人，占班级人数的 84.3%。

3. 通过对我校 2018 级—2020 级 15 个班共计 295 人的调查，

我校学生存在着很大的就业误区，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是从事自

己所学的专业，其中 58 位人生目标比较明确的学生中，有 50 位

想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占 86.2%，只有 8 位学生想从事其他职业，

仅占 13.8%。

（四）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

1. 我校很多学生存在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现象，从而导致了学

生学习兴趣较低，不愿参加学校活动；

2. 相对 2019 级和 2020 级低年级学生，2018 级学生由于年龄

较大，即将毕业，面临着就业压力，人生目标比较明确，2019 级

和 2020 级学生年龄小，就业压力不突出，相对人生目标较为模糊；

3. 学生就业心理存在误区，大多数学生想从事自己所学专业，

而不愿从事其他类别专业。

二、导致我校学生人生目标不明确原因

（一）家庭因素的影响

家庭是基础文明教育的起点，要教育子女成为一名有理想、有

道德的人，就必须从家庭教育开始。然而事实表明，家庭的基础文

明教育是不容乐观的，一方面，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文化教育的普及面还不够，家长文化程度偏低，决定了学生接受的

家庭基础文明教育是低层次的、不全面的；另一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生的独生子女已开始进入学校，由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

的特殊地位，往往受到过分溺爱。我校部分学生是单亲家庭或父母

外出打工，家长对学生的管理、教育力度不够，导致学生长期处于

管理“真空”状态，家长与子女存在隔阂、代沟，家长不了解子女

的想法，不顾孩子感受、理想，就安自己的想法规划子女的人生。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不良思想，严重影响了学生人生目标的

确立。如：社会普遍存在单位“用工荒”现象，以后毕业了不论

学习好坏，都能找到工作，不需要努力学习，只要混到毕业就行了；

还有一些学生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想“混黑社会”，学习电

影、电视中的黑社会，在学校组织社团，打架、斗殴，欺负学生，

收保护费，严重混淆了正确的人生目标的确立。

（三）学校教育和管理的不足

教育理念落后，思想认识上存在“形式化”倾向，现在学校

大都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就是对学生的文化课、考试课抓得很

紧，以达到高升学率，提高学校知名度的目的，在这里便忽视了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青年学生的德育教育不足，更不要

说学生人生目标的教育了。导致学生普遍存在只要学习好就行了，

不需要考虑自己将来的人生规划、人生目标。

三、解决措施

针对我校学生存在以上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学生人生目标教育，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各科教师，

尤其是德育教师应多灌输明确人生目标的重要性教育，可以通过

举一些先进事例或成功实例，帮助学生自觉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

（二）加强班主任的管理、教育作用，很多班主任只顾抓学

生的日常行为管理，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管理和思想教育，导致

学生在完成日常的值日任务、学习任务等后，就认为没什么事了。

班主任应在管理过程中，引导、教育学生认识到有明确人生目标

的重要性，从而激发学习、参加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三）学校应多开展一些实例讲座，请一些先进任务或把我

校历年优秀毕业生请回学校，开展人生目标教育讲座，使学生认

识到人生目标对就业、成才的重要影响，树立向优秀毕业生学习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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