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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浅析形体训练之于中职女生人格塑造的影响
李丁香　赵永红

（岳阳市湘北女子职业学校，湖南 岳阳 414000）

摘要：在推进加强素质教育改革的今天，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越来越高。随着全面素质教育理念的贯彻，如何使形体训练课得

到更好发展，满足学生成长需求，中职学校形体训练课的教学也

愈发重要，同时也面临新的发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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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审美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丰富。各行各业对员工的形象也更高，

不仅需要美丽的外在，还需要挺拔的身姿和非凡的气质。很多中

职学校根据社会发展以及企业需求，有针对性的对相关专业学生，

尤其是女生，开设了形体训练课。形体训练课程的开设就是塑造

学生人格完美的有效手段之一。中职女生正值青少年时期，是塑

造形体、培养优美姿态和健全人格的关键时期。

形体训练具有其它学科教育无法代替的积极作用。通过形体训

练不仅能改变学生的身体形态，培养良好的形态美意识，还能增进

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帮助学生增强信心。与此同时，还可以丰富

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保障学生日后的稳定发展。

一、形体教师的个体形象对中职女生人格塑造的影响

教师形象突显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良好的教师形象是美的

化身，是学生模仿、追求、敬重的偶像。形体教师不同于其它课

程教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之中都会被学生关注并成为学

生学习的楷模，良好的个体形象对学生有强化影响。

（一）形体教师的形象美有助于中职女生审美观的初步形成

形体课堂上，当形体教师以优雅的步姿、大方的妆容、得体

的服装走进教室，以正确而挺拔的站姿，和蔼微笑的面容、炯炯

有神的双目呈现在学生面前时，学生的注意力就会马上集中到教

师身上。形象美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老师的第一印象。一般来说，

对教师第一印象认同的学生就会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对老师充

满崇敬，对美的追求更加强烈和坚定，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对美的内涵获得感性认识，有助于学生审美观的初步形成。

（二）形体教师的教态美有助于激发中职女生的学习积极性

如果说形体教师的形象美是一本书漂亮的封面，那么形体教

师的教态美就是这本书的丰富内涵了。教态是教师在教学中表情、

语言、手势和身姿的综合表现。神采奕奕的表情让学生心情愉悦、

精神振奋；温暖亲切的目光让学生对老师产生信赖感；富有激情、

鼓励的语言会激起学习积极性；自然得体的手势使教师的形象更

美、更有风度。

二、形体教学中的音乐元素对中职女生人格塑造的影响

形体训练离不开音乐，音乐影响着学生的训练情绪及效果。

肢体动作是在音乐的伴奏下展示出来的。选择合适的音乐不仅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随着优美音乐而起舞，同时也带给学生

美的感受，使自身散发青春活力，不断提高学生气质和修养，形

成魅力人格。

（一）有助于中职女生情绪的控制与调节

中职女生人格特征处于不稳定和不成熟时期，不能很好地控

制和调节自身的情绪。她们的情绪比较内向、含蓄、敏感、自尊，

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但她们又渴望独立，自我表现的欲望强烈，

处于两难境地，长此以往就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影响健康人格。

音乐是人们表达各种情绪的渠道，用合适的音乐来表达、宣泄，

可以有效控制、调整情绪。在稳定的情绪下，学生可以更全面了

解自我，正确看待自身优缺点，发挥自身优势，成为更好的自己。

（二）有助于中职女生改善人际关系

中职女生大多学习基础差，学习成绩不佳，内心充满挫败感，

特别是单亲、留守家庭里的中职女生，爱的缺失严重，使她们长

期处于被忽视的氛围中，导致自我评价能力弱于评价其他人的能

力，不承认或回避自己的缺点。希望别人理解自己，同时又常常

封闭自我、隐藏自我，严重影响了正常人际关系的发展。音乐可

以帮助学生获得更多有效与人沟通的方式和艺术，避免学生在遇

到问题时选择逃避，逐渐变得性格孤僻。在交流中学会处理与他

人和集体的关系，更好融入集体，发挥更大的个人能效作用。若

学生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并能以此为线索拓展知识面，了解更

多音乐文化，还可以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能力。

（三）有助于中职女生塑造健全人格

青春期的女生细腻、敏感，注重他人的评价，喜欢和他人比

较。进入职校，学习逊人一等，自卑心理严重，但本能地又以强

烈的自尊掩盖自卑，形成一种自负心理。而音乐独特的艺术魅力，

能与人的情绪产生共鸣，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心理，培养学生

的抗挫能力。学生在形体训练过程中，在音乐的伴随下，心理特

征和自身个性都会有所变化。积极向上的音乐能够激励学生，改

善自卑与自负情绪，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中职阶段，也是三观再

塑阶段，通过音乐的熏陶，可得到正确的引导，塑造健全人格，

培养学生形成更好的性格。

三、形体教学中教学方法对中职女生人格塑造的影响

为更好完成形体训练的教学任务，在教学实践中，应贯彻教

学原则，顺应新课程发展要求，基于学生身体素质、个体差异等

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和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断提升教学有效性，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形成健全人格，展现人格魅力。

形体教学大致可以分为泛化阶段、分化阶段、动力定型阶段

三个阶段进行，不同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泛化阶段是动

作形成初期阶段和形体教学的入门阶段。没有基础但又非常感兴

趣的女生的动作表现为：动作紧张、不协调、没有节奏感、易疲

劳，若没有正确使用教学方法，对于刚经历中考失利的她们又会

是一个新的打击，会让她们刚刚燃起的信心和学习激情被浇灭，

从而更加自卑。在这个阶段的教学方法主要使用讲解法、示范法、

分解练习法和诱导练习法，使学生对形体训练有初步了解，取得

感性认知，能粗略掌握动作。分化阶段的学习，正确动作进一步

强化，错误动作再次被纠正，学生能顺利、准确、协调、连贯、

优美的完成动作，学生也更加自信，学习兴趣也随之提高，并开

始重新认识自己，正确面对自己的优缺点。但随之动作难度提高，

这个阶段会出现新的问题：所学动作不稳定，遇到新刺激，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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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性容易破坏。教学方法多使用完整法、分解法、重点示范法

和反复练习法，引导学生练习时不断钻研动作，深入分析动作细节，

强化准确动作，抑制错误动作，提高动作质量。这个阶段的学习，

可提高学生得自信、意志力和自控能力。对健康、正确的形体美

的认知水平得到提高，为形成正确的人格美奠定基础。通过分化

阶段的反复练习奠定了基础后进入动力定型阶段。通过分化阶段

的学习，学生的动作更准确、协调、轻松优美，且动作巩固不易

消失，动作逐渐达到自动化程度，即在无意识情况下也能完成。

这个阶段多采用练习法，主要是组合成套练习法、重复练习法、

变换条件练习法。这对于中职女生的过分敏感心理有很大的刺激，

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承认自己的缺点、发现自己的优势，敢

于敞开心扉，自信又大方地将自己展现在他人面前。

根据以上阶段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基础，正确、合理使用教

学方法会使课堂质量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错误使用教学方法

将适得其反，比如在学生初学阶段就用完整法或者变换条件练习

法，会让学生倍感学习压力，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理，会加

深挫败感和自卑感。

四、结语

总之，形体训练课程必须顺应新课程发展要求，基于学生身体

素质、心理发展等实际情况，不断提升形体教师综合素质和专业能

力，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学有效性，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让学生们做一个外有形态美、内有人格美的现代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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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路径探究
——以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陶信杰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学生的生活与网络息息相

关，越来越多的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也开始了线上线下双轨运行的

工作方式，本文以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结合学生实际就业情况，

探究基于“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帮扶指

导的新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 +”时代；大学生；就业指导；创新创业

教育

在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万物互联”似乎已成了一

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对高校大学生而言，网络与他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息息相关。互联网对现代大学生无论是心理状态、价值观

念还是思维方式都有重要的影响。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加强就

业创业指导成为现代高校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为例，结合该学校 2019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分析当前学生就

业流向，探究如何更好精准帮扶指导学生就业创业。

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本形势

（一）就业信息多元化，学生职业状态欠稳定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高校就业工作的推动开展也得到了质

的飞跃，越来越多的高校实现了线上线下就业指导双轨并行的工

作机制。网上就业市场平台的搭建，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了

解更多企业的招聘信息，就业信息的多元化，让学生的就业选择

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届全日制普通高职

毕业生 2724 人，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毕业生就业人数为 2691 人，

初次就业率 98.79%。其中签订正式就业协议 2417 人，签订劳动

合同 52 人，待业 33 人。但毕业生跟踪半年的就业调查显示学生

待业人数由原来的 33 人增加至 76 人，就业率相应降为 97.23%。

笔者在与离职部分学生沟通中发现，网上五花八门的就业信息，

尤其一些所谓的高薪岗位，更是让学生心猿意马，不再安于本职，

总想再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故离职率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

显得越发得明显。

（二）自主创业意愿呈上升趋势，但后续发展呈疲软状态

总体来说，毕业后去企事业单位上班会是大多数毕业生的第

一选择，从毕业生就业意向分布便可看出，因此自主创业学生的

占比始终不高，但近些年随着教育部，省教育厅创办的如“互联

网 + 创新创业大赛”“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大赛”等创业类

比赛的不断开展，以及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深化，有创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