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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职院校学生犯罪的原因与预防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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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职业院校学生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如何对学生

进行有目的性、实效性和指引性的教育，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

预发和消减其犯罪活动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基于此，

本文就新时期高职院校学生的犯罪原因做了分析，并阐述了相应

的预防策略，旨在为广大职业教育者提供一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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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院校大力扩招形势下，职业教育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但是

在培养出大批技能型、综合型人才的同时，职业院校学生的犯罪事件

也屡见不鲜，这不但影响了职业院校的秩序和管理，同时对学生、家

庭以及社会都带了众多负面影响。对此，职业院校教育者应当从学生

实际出发，对当前学生犯罪率偏高的原因加以正确分析，不断探索和

延伸实效性的预防策略，促使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均得到

良好树立，进而为他们能够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做好奠基工作。

一、新时期高职院校学生犯罪缘由分析

（一）学生方面原因

第一，高职阶段，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阶段，心理以及思想的

波动较大。加上当前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他们极富个性且争强好胜，

往往在面对和处理事情时，常常以自身为中心，极容易产生偏激

或者过失行为，进而构成犯罪。

第二，对于职业院校学生而言，其生活阅历和处事经验都较

为匮乏，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一些多变性、

突发性事件时，常常会表现的不知所措，无法理性的看待和处理

现实问题，致使其思想或行为极端化现象频发。

第三，职业院校学生普遍缺乏法律观念以及法治意识，这也

是其犯罪率高的重要缘由之一。

（二）院校方面原因

第一，当前，广大职业院校普遍对学生的专业教学、智力教

育有着极高的重视度，忽视法治以及德育教育，极大程度地阻碍

了学生道德观、法治观的正确树立。同时，部分院校在践行法治

教育时，内容较为无趣且方法过于呆板，缺乏一定的目的性和针

对性，无法为学生提供法律认知和学习的良好途径。

第二，部分院校的教育管理较为宽松，并且没有构建科学化、

完善化的管理制度，造成学生的自我约束以及自我管理能力愈发

低下，造成学生违纪或犯罪率居高不下。

（三）社会方面原因

第一，新时期，社会充斥着多种多样的不良观念，诸如物欲

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观念都对高职生的思想或行为产生

极大的影响，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第二，当前网络及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极端、情色、暴力等负面信息的传播，学生的观念以及思

想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受到这些负面主义的侵蚀，进而极容易产生

相应的犯罪动机。

二、新时期高职院校学生犯罪预防策略

（一）加强教育引导

第一，职业院校应当秉行法治育人、立德树人以及德育育人

观念，加强学生的诚信、理想、爱国主义教育，促使他们能够深

刻地体悟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存在价值，为其健康道德观、正确

法治观、良好价值观以及互爱诚信意识的有序化提升奠基。

第二，职业院校应当对德育和法治教育的渠道加以拓宽，运

用实际课程以及正面宣传等方式，促使学生的自爱、自强、自尊

等观念得到充分有效地培养，促使其能够将经历放在自我提升和

自主学习上，消减物欲主义、腐朽主义对学生的侵袭。

第三，职业院校应当定期性地举办法治教育活动，并实现理

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合，深化学生的法律认知，让他们的

法律素养得到良好培养的同时，促使其能够理性和正确的运用法

律来实现自我保护。

第四，职业院校应当充分发动专业教师以及辅导员的育人优

势，将法治教育、德育教育践行于实际教学中来，促使学生专业

素养以及法律素养均得到有力提升。

（二）重视文化建设

第一，职业院校应当构建科学化、完善化的教育管理规则制度，

促使学生能够合理规避不良行为，形成内部约束机制，推动学风、

校风和校园文化的建设。

第二，职业院校在处理学违纪问题时应当秉行公平公正、严

格管理和惩教结合的观念，进而对学生的思想或行为加以正向化

指引。

第三，职业院校应当采取多样性、实效性、积极性以及疏导

性的方式，开展体育竞赛、学术科研等活动，促使学生的学习兴

趣得到充分良好地激发，让校园空气得以净化，将立德树人观念

践行于实处。

（三）开展多方合作

第一，职业院校应当积极牵线当地司法机关，与他们一同开

展诸如参观监管场所、校园犯罪讲座等形式的活动，推动法制教

育向着多层次和多渠道方向发展，构建法校合作的教育新常态，

促使学生能够更加便捷地认知到相关法律的内涵精髓。

第二，通过家长会等形式，与学生家长形成良好地合力机制，

共举法治教育大旗。同时，相关教师也可运用移动信息手段与家

长进行及时性地交流，共同认知和关注学生实际思想或行为动态，

形成家校共力，进一步对学生的思想或行为形成正向化指引，逐

步消减其犯罪隐患。

三、结语

总之，新时期职业院校教育者应当牢记自身育人使命，正视

学生犯罪动机产生的缘由，不断延伸和探索实效性的预防策略，

让学生犯罪率得到充分有效地降低，进而为其健康和全面发展打

下坚实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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