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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初中阶段，职业学校的女生无论是时间上，还

是空间上都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去处理自己的个人事务。

鉴于年龄特征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她们更加注重向外界

展示自己的外表美，为此不惜花费金钱、时间和体力，

不去考虑后期的影响。

一、职校女生审美现状的分析

笔者对所在学校的五个不同年级会计专业班级的女

生进行问卷调查，从数据上来看：60% 的女生比较在乎

自己的外表美丽，为了让自己的面容更加好看，她们愿

意付出一定的人力和财力；92% 的学生除了学习之外不

能具体说明出内在美到底有哪些具体内容；85% 的女生

有意愿向更加美的方向发展；有 45% 的女生关于美的观

点的确认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有 60% 的女生会看同

龄人是如何让自己更美丽的。综合分析调查问卷，职校

的女生的审美现状呈现以下特点：

1. 职校女生更多的会去关注外表美。她们认为美丽

就是要在外表上不仅能吸引异性的注意，还要博得同性

的羡慕。今后成为社会人，不能亏待自己，女人的美丽

不仅是自己的漂亮，还是家庭的荣耀，今后对自己的事

业和成长都有巨大的帮助。

2. 职校女生对审美的理解大多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不够内在。在被问及什么是内在美的时候，很多女生都

不知所答，她们对生活和学习中普遍存在的美忽略的较

多，对生活因美而快乐的理解不够深入。

3. 职校像女生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审美。在学习压

力大幅度下减，升学压力不是特别集中的职业学校，女

生之间关于美的交流变多了，加之她们更加注重外表美

丽，研究如何审美的时间就很充裕了。

4. 职校女生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到审美。很多职校生

有空的时候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她们接触社会人

的机会增多，社会人的审美观会影响到她们；随着人们

生活越来越好，很多的女生的妈妈也会参与到美容行业

中，对孩子的审美也有一定的影响；各类关于美的宣传，

抖音直播等媒体渠道也都有阐述。

二、形成职校女生审美现状的原因分析

1. 社会影响。社会中的很多行业，如美容美发、装

饰服装行业、旅游、婚庆化妆等行业都会有关于美的宣

传，这些行业为了追求利益，很大程度上会片面的解读

美或者更多的宣传跟他们行业相关的美；社会中的一些

成功人士，如流量明星、演艺人员等，他们为了博观众

的眼球，会打造相对另类的外表，加之他们在年轻人中的

认可度，很容易推广和传播一些价值观。这些都容易把学

生对审美的理解引导到相对片面、相对肤浅的层面的。

2. 学校因素。学校是个同龄人相对集中的地方，个

别学生的同龄人中的影响力还很大，其中包括一些负面

的影响；职业学校虽然学习压力和学习任务不及高中，

但是技能提升的要求、自我发展的要求也是不低的，对

学生学业抓的还是比较紧的，但是对审美观的系统培养

没有统一的安排，也缺乏太多正向的引导。

3. 个人特征。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行为上容易受到影

响，他们的行为可塑性较强，这是符合他们年龄特征的。

在很多女生有着一颗追求美丽的心的背景下，如果缺乏

追求美丽的方法的指导和引导，在行为的表现上偏差就

比较大了。

三、三全育人背景下职校女生审美教育的实践

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

在这样的德育背景下，如果全员参与审美教育，全方位

渗透审美教育，全过程落实审美教育，职校女生的审美

观念就会得到一个系统的、务实的、具有传承性的训练

和培养。

1. 全员参与达成美的共识，解决“何为美”的问题

（1）班主任带领学生发现美、鉴定美。通过主题班

会、小型论坛等形式让学生去发现自己的“身份美”。在

这些主题教育活动中，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年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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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审美的特点，逐个论证，挑选出能促进自己成长的

美才是真正的美，才是符合现在身份的美；通过教室布

置、习惯养成的途径让学生去感受身边的“文化美”。让

教室内外的每一面墙都能说话，让每一块空间都能展示

美，让这种文化氛围时刻熏陶着学生，让他们能感受到

处处有美。让他们每一个良好的习惯都能散发美，让他

们对学校的一切活动都能找到存在的意义，这本身就是

美；通过讲究成绩、肯定进步的要求让学生发掘“收获

美”。“腹有诗书气自华”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境界，所以

优异的成绩本身就散发着美的气息。“追求进步能致远”

本身就是肯定那些努力过、拼搏过的同学，自身带着美。

（2）教师用自身的优点去验证美，传递美。教师用

科学严谨的教学活动展现“专业美”。对职校生有吸引力

的因素中，专业占有不小的比例。所以教师身上的专业

特质也能时刻散发着美的气息，也能时刻熏陶着学生；

教师用高大尚美的职业精神验证“职业美”。教师职业本

来就是很多学生羡慕的，挖掘这份职业中存在的美，对

学生的职业理想的确立，对他们成长的激励有很大的帮

助；教师用现身说法的经验故事传递“成功美”。教师无

论是在专业还是在职业，乃至于在生活中都应该有不少

成功之处，这些方面加工成教育故事，能够引领学生奋

斗，能够用教师自身成功的经验让学生少走弯路，岂不

美哉。

（3）家长配合学校去引导美、发扬美。家长领着孩

子体验生活感受“生活美”。生活中有艰辛、有哀乐、有

成败、有教训、有经验。好的体验能正向地激励孩子奋

斗，不好的体验能鞭策孩子成长，生活中充满了美；家

长带着孩子走访河山感受“自然美”。祖国的大好河山

能陶冶孩子的情操，能激励孩子热爱祖国、热爱生活，

自然中也充满了美；家长陪着孩子辨正识道感受“真善

美”。生活就是由大大小小的事情组合而成的，这些事情

链接的是人们的各种情绪，家长陪着孩子去辨析生活中

的善与恶、好与坏、得与失，孩子一定会有成长，一定

会积极追求真善美。

2. 全方位渗透体验美的存在，探究“为何美”的原因

（1）集体成长，追求共同美。在奖优扶贫工作中挖

掘美的价值。奖励优秀，本身就是一种宣传美的过程，

这个活动本来就是在传递美。帮助贫困，本身就是一种

美的体现，就是在争取共同成长，就是在追求共同美；

在勤工助学工作中挖掘美的意义。勤工助学，不仅能帮

助那些暂时有困难的学生，更是培育他们刻苦自立的精

神和品质，就是在树立品学兼优的典型，就是在确立榜

样美；在综合测评工作中挖掘美的道理。综合测评活动

中，有对学生共性问题的总结和分析，有对学生个性问题

的评判，这些其实都是以美的标准来执行的，所以在综合

测评中也能引导用美来争取学生一起进步、共同成长。

（2）提升能力，力争全面美。参与学生组织，培育

管理美。学生组织在开展活动的时候，能有效地锻炼学

生的口头表达、语言交际、协调合作等方面的能力，这

些能力对今后学生管理自我、管理时间、管理业务都有

着促进作用，管理好就是一种美；参与文化活动，浸润

心灵美。参与各类文体活动，让学生体会到成功或失败

都是成长，挖掘文化活动中的内在美能够浸润学生的心

灵；提升学风品德，展现素质美。学习风气是作为一个

学生集体必须大力去营造的，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

有所成本就能极大地鼓舞人上进。品德高尚是学生立世

的基本要求，是学生成长的基础。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好、

品德好即为品学兼优，就是美。

3. 全过程落实开启美的创造，掌握“怎样美”的方法

（1）在低年级发现美，充实信心。积极寻找，搭建

审美框架。在班主任、老师、家长的帮助下，与同龄人

一起去发现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美好的存在，这样能让

一个人对学习充满信心，对生活充满信心；举一反三，

充分认识审美。把这些美罗列起来，以美归宗，就形成

了审美的框架，让学生认识到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美，

他们的努力是为了以后能更美，能让美持续的更久。

（2）在中年级认可美，确立价值。切身体验，认可

审美的重要性。在活动中认识美，在活动中鉴定美，在

活动中认可美。学生要切身去参与活动，亲自去思考感

受，才能悟出审美的奥妙和道理，才能发自内心地认可

美；追求完美，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认可了美以后，就

是要努力去追求培，慢慢了就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

审美的观念，在各种成功体验下，这种观念逐渐积累巩

固就行了正确的审美价值观。

（3）在高年级创造美，掌握内涵。撸起袖子加油干，

用行动来传播审美的情趣。认识了美自然就会认可了美，

追求了美自然就会追求更美，这就是在传播美。学生不

仅要自己学会审美还要学会创造美，还要能把这种创造

美的能力传递下去，这样才是大美；奋斗青春最美丽，

以实践去巩固审美的内涵。不忘初心、不负青春去追求

美丽，去追逐更加美丽的梦想。在各种创造美的实践活

动中，学生要运用已有的审美认知去让行动更加完美，

去让青春更加无悔，这就是在巩固审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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