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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多渠道提升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实践研究
——以四川建院为例

胡加燕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德阳 61800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高职学生的要求也在随着

提高。同时，伴随着高校扩招大量的高职学生进入职业院校。那

么对于高职学生的培养无疑将成为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本文以四川建筑职业学院为例，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通过问

卷调查、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进行数据及资料收集，对多

渠道提升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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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素质教育的概念界定

素质教育的实施是为了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为了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在此，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指的是

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以及

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其要求学生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

以及对社会负责。

目前，高职学生的招生渠道主要是高考中分数较低以及中职

学生。因此，从学生本身的文化素质方面来看相对较弱，同时对

于学生管理方面也是存在着严峻的考验。在生态系统理论中，个

人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共同

作用。那么，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也同样离不开这三大系统。

本文主要以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四川建院”）为例，

四川建院被称为是建筑行业的“黄埔军校”，一直坚持着“建德

明志，筑能笃行”的校训和“定位准确、特色突出、管理规范、

质量优良”办学理念。本课题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学生问卷500份，

教师问卷 64 份，以及访谈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实习单位负责人

共计 30 人。同时，结合参与式观察，对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现状

分析，对多渠道提升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进行探讨。

二、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现状

（一）学生个人方面

通过对学生的调查问卷和访谈分析，对于高职学生的综合素

质的现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有待加强

目前高职学生的主要来源中职单招和高考学生，随着高职的

扩招，中职单招学生，所占比例也随之增多。在思想品德方面，

高职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入党积极份子的培训以及共青团的学习，

也能尊敬师长、孝顺父母。但仍有其中少部分学生的表现为沉迷

于网络、不讲卫生、考试作弊、长期旷课、拜金主义等等现象，

这些特殊的对象是辅导员以及老师们关注的重点对象。因此，高

职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与培养。

2. 高职学生的专业能力方面重实操轻理论

由于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限制，同时结合高职对于学生技能

的培养重视，以致于学生在专业能力方面，重实操轻理论。高职

学生的专业技能素养主要从专业课程、实践能力、自我学习与管

理能力以及其他能力的拓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您的基础课平

均成绩如何”，其中有 82.6%的学生的成绩在 60-80 分之间；“您

的专业课平均成绩如何？”其中有 76.2% 的学生的成绩在 60-80

分之间。关于“通过课堂知识的学习及实训，能提升您哪些方面

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坚定思想信念 56.6%、专业知识扎实

82%、丰富专业实践 76.4%、语言表达能力 67.4%、组织协调能力

57.6%、综合分析能力 65.8%、反应应变能力 55.4%、注重言谈举

止 48.2% 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63.2%。由此可见，高职学生的专业

知识学习成绩较弱，专业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3. 高职学生心理素质一般，需要进一步引导和加强

在本文的调研中，心理素质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对大学生活的

适应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的承受能力以及在人际交往过程

中化解矛盾的能力等方面。对学生的调查中，“遇到突入其来的

打击时，您的承受能力如何？”有 61.8% 的学生表示能够很好应

对，有 34.2%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应对能力一般。但是从对教师的

调研中，“您认为现在的高职学生遇到突入其来的打击时，承受

能力如何？”仅有 17.19% 的调查对象认为高职学生能够“很好”

和“较好”地应对挫折和打击；有 64.06% 的调查对象认为学生的

应对能力一般，还有 18.75% 的调查对象认为“差”。在访谈与日

常的工作中发现，部分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较差，因此需要教师

与辅导员定期关注并与心理健康中心一起进行危机干预。

4. 高职学生的身体素质良好，但仍需加强锻炼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高职学生的身体素质良好，但还是需要

加强锻炼。在问卷中关于“您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其中占总

人数的81.6%的同学表示“好”，占总人数的17%的同学表示“一

般”，还有剩下的部分学生表示身体素质“差”。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也是学习的基础，有许多同学尤其是女生特别担心体育成绩。

因此，在调研中关于“您在校期间体育成绩如何”，其中占

总人数的 18% 的同学表示“很好”，占总人数的 33.8% 的同学表

示“好”，占总人数的 43.4% 的同学表示“一般”，仅有占总人

数的 4.8% 的同学表示“差”。为了加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学校除

了原有的体育课外，还开设了软件打卡，督促学生走出寝室，坚

持体育锻炼，保持身体康健。其中关于“你坚持锻炼身体情况如

何”，其中“每周三次以上”占总人数的 23%，“一周一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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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总人数的30%，而“偶尔锻炼”占总人数的40.8%，“不锻炼”

占总人数的 6.2%。由此可见，在身体素质方面良好，但还需要不

断加强锻炼。

5. 高职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习以及职业规划有目标但不明确

目前，就高职学生对自身的职业规划，基本上大一处于适应

阶段，大二或者大三才开始思考自己的方向。在调查中，有 22%

的学生表示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72.8% 的学生表示“有

目标但不明确”，仅有 5.2% 的学生表示没有目标。在学习方面，

关于学生对统筹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分析，51.8% 的

学生表示能够处理好，而有 45.2% 的学生表示处理的“一般”，

剩余的 3% 表示比较差。因此，高职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习以及职

业规划有目标但不明确。

（二）家庭环境方面

家庭是学生的第一个社会化的场所，家庭对学生的影响是终

身的影响，因此对于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家庭是一个必

不可少的环节。

1. 学生与家长的沟通良好

在调研中分析发现，14.6% 的学生每天都会与家里联系，

72.2% 的学生每周至少联系一次，有 11.8% 的学生每月至少联系

一次，还有 1.4% 的学生每学期至少联系一次。当了解到，在大学

中，家人是否关心学生的在校期间的情况，79.6% 的家长对学生

比较关心，18.2% 的家长偶尔关心，还有 2.2% 的家长从不关心。

相对而言，在大学就读期间，学生与家长的沟通交流较多。

2. 学校与家庭之间缺乏沟通交流

通过对教师的调研中分析，“在家庭教育方面，您认为现

在的高职学生家人（父母）对他们在校期间的关心情况如何？”

占总人数 1.56% 的教师认为家长总是特别关心学生；占总人

数 14.06% 的教师认为家长经常关心学生情况；但是有占总人数

71.88% 的教师认为家长只会偶尔关心学生，还有占总人数 12.5%

的教师认为不清楚情况。在访谈与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家长与学

校之间的沟通是不畅通的，也是十分缺乏的，只有少部分家长会

主动联系教师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因此，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

交流是缺乏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学校环境方面

1. 专业培养目标明确且不断进行更新调整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职业教育的发展也需要随着社会发

展的需求而不断改变与调整，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不断地调整

教学人才培养方案，教师也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知识，加强自身

的学习。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培养目标且明确，在根据社会、

经济、政策、学校发展方向以及学生的需求方面进行不断更新调整。

2. 课余生活需要丰富且缺乏自主性

除了日常的学习与生活外，学生的文化娱乐需求满足以及个

人能力素质的提升也同等重要。学生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学生社

团活动、兼职以及社会实践等形式，但是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访谈

发现，目前学生的文化娱乐生活受限制较大、自主选择与参与的

可能性也较小，许多活动慢慢被演变成了“凑人数”或者“强制

性参与”，导致学生对学生的文化娱乐活动缺乏兴趣以及自主选

择性。因此，在学生的第二课堂方面，需要提供机会与平台，引

导学生在安全的情况下，自主参与，营造具有文化底蕴的校园氛围。

（四）社会环境方面

1. 与就业单位之间的联系密切，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

作为职业教育，需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与

学习的平台。同时，结合企业的需求，对学生的教育进行适时调

整与优化。在学校的教学安排中，每学期除了理论课的学习之外，

还设置相应的专业认识、实务实训、顶岗实习等，适应每个阶段

学生的能力提升。

2. 提供勤工助学、社会实践以及兼职的机会，锻炼学生的实

践能力

高职学生除了日常的专业理论学习与实务的训练之外，还需

要加强高职学生自身的综合能力锻炼。在调查中发现，50.8% 的

学生经常参加“勤工助学、社会实践以及兼职”，有 45.4% 的学

生偶尔或者很少参加，3.8% 的学生几乎不参加。同时，关于参加

社会实践或者兼职的动机是主要包含获得相应的报酬或补贴占总

人数62.6%；积累社会阅历以及经验占总人数的93.4%；积累人脉，

认识更多的人占总人数的 72.4%；奉献自己的爱心，践行志愿者

精神占总人数的 68.4%、获得志愿者服务证明及时数占总人数的

38% 或者其他占总人数的 27%。

高职学生认为，在社会实践或者兼职中获得的能力有语言表

达能力占总人数的 83.2%、组织协调能力占总人数的 76%、综合

分析能力占总人数的 72.4%、反应应变能力占总人数的 69.6%、注

重言谈举止仪表占总人数的 68.2% 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占总人数的

58.6%。综上所述，通过提供勤工助学、社会实践以及兼职的机会，

能够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多渠道提升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建议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多渠道提升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建议主

要从学生个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四个方面进行

探讨。

（一）学生个人方面

1. 调整心理素质，培养环境适应能力

对于高职的学生来讲，需要调整自身的心理素质，培养自身

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调研中发现，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较差，

特别是单招的学生自卑感比较强，环境适应能力相对较弱，因此

至少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找到自信，找到自己在大学的定位与目

标。因此，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加强与提升十分重要。

2. 明确职业目标，制定清晰的规划策略

高职学生对大学生活以及职业生涯规划都极其重要，大部分

学生基本到了大三，才能明确自己的目标，从而在这个过程中，

会浪费掉许多时间。目标相对清晰的学生，能够在短暂的大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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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能考取各类资格证，为自

己取得“敲门砖”。同时，高职学生可以选择自考，或者专升本，

甚至是考研，来提升自身的学历。短暂的三年大学时光。高职学

生需要明确职业目标，制定清晰的规划策略，才能在有限的时间

里事半功倍。

3. 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提升专业知识与能力

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高职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能力差异

较大，在理论的学习中，相对比较乏味，对学习缺乏兴趣。但是，

专业知识与技能是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因此，在此过程中需要

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提升专业知识与能力，培养对专业的认同感，

为就业打下基础。

4.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积累社会实践经验

高职学生来到大学以后，开始学习自我管理与生活。部分学

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关系，会选择积极争取勤工助学与兼职，

找到自身的价值，也为家里减轻负担。部分学生也愿意积极参与

学生工作与社会实践，锻炼自身的各方面能力，提升自身的综合

素质。

（二）家庭环境方面

1. 搭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

在调研中发现，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交流是缺失的，家长

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主动联系老师。这也是传统的观念造成

的社会现象，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能够独立自主了，

基本不会通过老师或者学校关心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情况。

但是，高职的三年生活，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学生生活的家庭环

境带来的影响。因此，对高职学生的培养不仅仅是学校与老师的

事情，也需要家庭与家长的参与。对此，需要搭建学校与家庭之

间的沟通交流平台，推动两者之间的良性沟通。

2. 加强学生与家长之间的良性交流

高职学生虽然已成年，但在经济方面仍然需要家庭的支持。

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父母对孩子的情况比较关心，但是也不乏

对孩子的情况置之不理，甚至强制安排学生的生活，造成家长与

学生之间的关系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搭建学校与家庭之间

的沟通平台的基础上，加强学生与家长之间的良性交流，助力学

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三）学校环境方面

1. 营造学校的学习氛围

学校的文化底蕴是由整个校园文化建设氛围潜移默化构成的，

在高职院校中重视学生的实践技能，学生的学习也偏向于实践而

轻理论。整个学校的文化氛围还需要在加强营造，培养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与自主性。

2. 充分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高职学生在校的自主性相对比较缺乏，但是自主性是自我认

识、自我管理以及综合能力培养的动力。因此，只有充分激发学

生的自主性，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自我管理意识，培养较强的综

合素质能力。

3. 结合学生的特征，丰富校园第二课堂

高职学生除了日常的学习之外，还需要通过各种机会与平台

充分锻炼在各方面的能力。目前的校园第二课堂相对比较丰富，

但是相对高职学生的需求而言，还需要进一步丰富与开发。为高

职学生提供一个能够展示自己的舞台，培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

负责以及对社会负责的能力。

（四）社会环境方面

1. 不断更新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就业单位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

化，因此，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方案与目标也需要进行相应地

调整。与此同时，学校需要与就业单位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为

学生提供优质的实践平台。在不同的行业背景下，需要不断更新

校企合作机会，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

2. 为学生搭建社会实践的平台

除了专业的实习之外，学生还需要日常的实践锻炼机会，但

是由于现目前的社会各种针对学生的诱惑乱象丛生。因此，为了

保障学生的安全，应该做一些正向的引导，为学生提供较为安全

的时间机会与平台。

四、结语

总之，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是符合适应时代的需要，

是新形势下对人才发展的具体要求，无论对学生个人的成长、学

校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的强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需要多渠道共同推进，同

时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充分处理好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社会

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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