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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是
实现自我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自我管理是高水平自我教育的成就
和标志。”而目前，在中职对口班级教育管理中，受应试教育
的影响，使得学校过于追求升学率，班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能力往往容易被忽视，中职生参与班级教育管理的自主性、
独立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
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和培养，从面导致了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
动适应、实效低下的班级教育管理，出现了师生之间的合作不
和谐，甚至产生对立的现象。

1  中职高考生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中职高考生是个特殊的群体，生源素质介于中职生和普通高

中生之间。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在经过中考失利后，心有不甘，
想通过中职高考这一途径再次踏入梦想中的高等学府深造，与已
跨入普通高中的昔日同学再次一争高低；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来
自父母的压力而选择进入中职高考班学习。无论是哪一种思想，
他们都是由于自我管理能力的欠缺，而导致了初中阶段学习的掉
队。具体表现如下：

1.1 自我要求不高，满足于得过且过，没有恒心
中职高考生偏科现象非常严重，通过初中3年的努力自己的

薄弱学科并未有所起色，有时还加上老师、家长以及自我的否
定，从而让他们对自己薄弱的学科严重缺乏兴趣，再加上孩子
本身的畏难情绪，更让他们对学习渐渐的失去信心，自我要求
不高，于是上课效率低下，作业完成度差等现象的频频出现。

经过调查，很多同学其实是知道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也知道
什么时间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立足于行动时，自身的不自信、
懒惰等陋习又开始在心理泛滥，从而导致目标、计划、誓言成了
空口号。假期中一小时电视会延长到一整天，想着后面抓紧时间
也能完成，却不想懒觉又花费半天时间，在作业完不成的情况下
找同学借阅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上课“走神”成为习惯、“拖
拉”成为家常菜、“不会”成为口头禅、“唠叨”成为烦恼，久而
久之，由于自我管理能力的缺失，导致自己最终成为了学习上的
负债人。

1.2青春期叛逆，易受网络信息、外界不良信息的影响
他们正值16-19岁之间，处于特殊的青春期，对某些事情开

始敏感、易怒、钻牛角尖，道理虽懂但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常
常为了一点小事情就与同学争个面红耳赤，甚至演变为打架斗殴，
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班级内部的不和谐。

在日常生活方面，随着社会日益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疫
情期间，因网课需要，每位学生至少有一样电子产品，手机成为
主流。虽中职高考生禁止带手机入校园，但偷带偷玩现象屡见不
鲜；周末节假日更是无节制。网络世界的沉迷，进一步导致大部
分学生不喜欢现实的交流，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不合群等等不
良现象。

1.3心理抗压能力差，家长的过分保护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面对高考的

压力，有部分学生会因某一次考试不理想而导致心态崩溃，引发
很严重的心理疾病。目前我校因心理健康问题导致离开高考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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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学生每年逐增，家长们认为是青春期的叛逆，不够重视，
导致学生的心理问题加重。

2  中职高考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途径
2.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中职高考生学习习惯较差、学习方法错误、缺乏学习兴趣、自

我管理能力低下，不同于普通高中的学生教师根据他们的特点变
化教学管理侧重点，养成教育在高一高二时段尤为重要。发挥教
师在培养中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掌握正确
的学习方法，带动课堂氛围，调整教学模式，融入社会热点问题，
从学生们关注问题出发，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

2.2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引导树立正确的处事观
中职的高中生活也如普高一样单调，课间可以适当地安排活

动，适当放松舒缓学习压力。通过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学
习、文体、社会公益活动，例如：通过设立班级绿植角，让学生
自己动手养护绿植；班委盲选值日员，增加任务的趣味性；评选
最佳“闺蜜”互动活动，增进班级凝聚力；争做宿舍之星活动，提
高学生生活自理能力等等，不断地将学生的注意力从电子产品转
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处事观。积极创造良好的班风和学风，不
断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

2.3增加家校合作和社会实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学校提倡家校合作式教学，年级部不定期邀请家长参与到学

校的各项活动中：邀请家长进入课堂，让家长成为孩子们的“同
学”，以学生的身份与孩子交流，分享学习心得；邀请家长一起参
与阶段考试的监考工作，了解到孩子的考试状态；邀请家长进入
技能实训课，提高学生们的积极性。另外，家长也可利用假期多
带孩子出去走走，参观文化宫，动物园，或者去乡村体验体验生
活，寻找孩子们感兴趣的事物，孩子写下自己的活动感想，相互
交流。家长们的关注、重视与交流，很大程度上增强孩子的自信
心、促进了与孩子感情交流。

中职高考生与普通中职生一样都是为社会提供技术型人才，
通过校企合作和社会实践，让学生了解行业知实，掌握实际操作
技能，一方面让孩子们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让孩
子们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现实打破他们对社会
生活的想象。没有学历、技能将寸步难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
是残酷的，挫折是常有的，唯有提高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迎接美好人生。

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提高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我
们不断在实践中提高与完善，更需要我们高度的重视与积极的参
与。虽然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的提高不会立竿见影，但是通过各方
的不懈努力，一定会让学生学会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学会自主学
习、自我管理、自我规划，提高自我效能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处事观、价值观，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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