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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培养中职机电学生“获得感成就感”
的策略探析

陈璐瑜

（江苏省常熟市滨江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本文结合“三全育人”理念下中职机电专业教育教学实际，结合学校的提出“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教学改革，培养学

生强烈的专业学习认同感，通过日常的机电专业学习以及企业实习，提高学生技能水平，提升职业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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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是推

动职业教育教学的重要教育理念。教师要加强学生对“三全育人”

的理解，践行“三全育人”理念，提升自身的思政育人意识和实

施能力，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培养

学生对机电技术智能制造专业的兴趣和热爱，在学习中产生强烈

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培养德技兼修的高素质人才。

一、学生“获得感成就感”缺失之囧

专业课是职校学生学习的重点内容，而专业课相对于初中内

容的难度提升，也是阻碍学生成长的拦路石。机电专业课程错综

复杂相互联通，各门课都有着关系，学生对于枯燥的机电内容没

有耐心与毅力学习，无法从中产生获得感成就感，接而牵连其他

科目。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虽然学生们都认可自信乐观、勇气毅力、

有目标是成功的要素，但是大部分中职生对获得感与成就感的认

知模糊不清，缺乏自信，甚至已经默认自己是学习路上的失败者。

他们不管是在以往的学习中、还是在家庭环境与教育方法中，都

未曾有过多少成就感。正是由于养成了不良学习习惯和情绪管理，

他们很少在学习中感受到获得感、成就感，导致学习动力大幅度

减弱，这也是不少职校学生沉迷于手机、上课睡觉、开小差的根

本原因之一。同时，他们处于青涩的年龄，如果没有坚定的奋斗

目标，如果没有长者的激励鼓舞，也许就此会沉寂下去。

二、全员认识 -- 理解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内涵意义

（一）获得感

“获得感”是表示获取某种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是从无

到有后产生的一种感觉。“获得感”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有精

神层面的，既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获得感分为两类，一

类是客观层面的获得，另一类是主观层面的感受。客观层面上，

包括物质和精神，主观感受则与收获感、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

感相关联。

（二）成就感

“成就感”指一个人做完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时，为自

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即愿望与现实达到平衡产

生的一种心理感受。

普遍认为先有“获得感”，继而出现“成就感”。成就感高

于获得感，获得可能是不需要付出大力气的，而成就绝对是通过

艰辛付出，努力拼搏才会得到的甜美果实。

（三）意义所在

没有获得，“获得感”就是一句空话。“获得感”是学生获

得后产生的主观感受，存在决定意识，得到的越多，“获得感”

就越强。金钱、学识、声望、成就等，都是获得的重要内容，都

要通过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奋斗才能获得。

教师要帮助学生认识到：要勤勤勉勉，敢于流下辛苦的汗水、

挣扎的泪水，用智慧和双手，换来各色各样的收获：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辛勤劳作的人收获五谷，奋斗拼搏的人收获成功，勤学

不辍的人收获学问，乐善好施的人收获美名，勇于登攀的人收获

高峰，坚持锻炼的人收获健康。只要你真心的努力过，把一切该

做的都做了，不后悔不遗憾，那就没有必要计较一厘一毫的得失，

不必为一时失败郁结于心。多看看自己的进步，回头数数自己的

脚印，有了那么多的收获，“获得感”就会油然而生，这就是境

由心造的道理。

每位学生要逐步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人生目标。目标要根

据自身特点来确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想做什么？自

己能做什么？只有明确自身定位，客观公正地认清自己的位置，

才能迈出这一步。其次，我们要明确自己的态度。对这件事是不

是势在必得，还是说得过且过。是否能一如既往，从一而终。不

仅如此，还要根据个人的性格来综合判断。若某些人的性格不是

非常坚定，遇事易放弃，那么目标就要简单一些，但也不可无难

度，没有挑战难度的目标会使人前进动力不足。如果不轻言放弃，

并且相信自己能做好，那么目标就可以高一些，但是，也不可好

高骛远。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勇往直前的追求，为了自己的

目标与梦想，奋力前行，当最初目标得到实现，当梦中的成就握

在手中时，成就感也会油然而生。

三、全程践行 -- 提升获得感和成就感的攻略途径

（一）课程思政引领专业教学

机电教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可以通过“示”“比”“学”

三个途径来进行。要让学生有获得感、成就感，就要有着专业认

同感和责任感。

“示”。展示从古至今我国上下五千年，人民所发明生产的

智慧结晶，如水车、车轮、青铜器、金属冶炼等，增加民族自豪感；

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机电技术的快速发展，

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祖国是如何从几乎白手起家发展到现在的繁

荣，加强国家认同感；

“比”。介绍大国工匠、新中国的手艺人们，介绍他们是如

何通过聪明才智，敬业勤勉，书写着一线劳动者的不平凡，用一

双双勤劳的双手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史上的奇迹，激发职校学生

们明白智商并不是成就必要条件，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我们的勤

劳，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

“学”。榜样是旗帜，是方向，是标杆。“中国电机之父”

钟兆琳、中国电机工业的先驱——周锦水、精密机床先行者—周

勤之院士等等都是我国机电发展研究的榜样，是为外国人所忌惮

的科学家，通过他们的事例，学生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学会

如何热爱、报效祖国。

（二）勇毅鼓励树立专业信心

大部分学生对获得感与成就感的认知模糊不清，甚至由于以

往的学习、家庭环境与教育方法，未曾有过多少成就感；多数同

学认可自信乐观、勇气毅力、有目标是成功的要素。对于每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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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言，每学期都会有新的机电专业课，只要想学，机电专业的

博大胸怀永远是为机电学生展开的；只要想学，在分类繁多的机

电专业，终归是有所得的。

面对学习中的难题，解决学习中的难题，这本来就是学习的

重要内容，逃避只会让你越来越怯懦萎缩。只有乐观的人，才会

有勇气与毅力来解决难题；乐观的学生，是积极向上，朝气蓬勃，

充满正面能量的，他们不会轻言放弃，即使失败也会找到事情的

转机，会为了达成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他们也是容易产生

获得感的人，他们很容易感知到自己获得了什么，每一次的获得

都会让他们产生满足的喜悦，从而在情感上体会到获得感。也许

是画完了一小副图、也许是成功让工业机器人搬运了一小块零件、

也许是成功完成了电路的连接等等，这些都会成为学习成长路上

的小成就。教师要引导鼓励学生，明白这些小成就都是很重要的，

学生内心的翻涌就是获得感，就是成就感，我们要在教学的过程

中让学生体会、感受、并且有所感触，要记住这种感觉，这是“成

功成才成就”路上的助力。

（三）技能竞赛提升专业特长

在技能教学和竞赛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精神是使学

生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学校建设了智能制造训练中心，创建了

发那科机器人、机电应用技能队、省赛队为核心的比赛团队，形

成了校、市、省三级机器人大赛、技能大赛、创新大设计作品展

示为主体的竞赛体系。

在学生机器人技能比赛的选拔与训练时，教师通过了解学生

的个性差异，将这种差异作为一种可供开发与利用的教育资源。

学生们以小组合作的模式，分工完成任务，过程中互相学习，互

相帮助。在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法，将总目标分割成一个个小目标。

例如学生在为工业机器人设置坐标点、走直线、走曲线、走复合

线路、搬运工件、搬运并且码垛、利用视觉系统定位等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地完成一个个小目标；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让学生踊

跃积极的在其他学生面前展示并口述过程，再进行点评，让学生

明白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什么知识与经验，达成了怎样的目标

与成就，让他们体会到每一个成功带来的喜悦，懂得获得感与成

就感的味道，继而让这些感受成为达成更大目标的基石。

四、全面融合 -- 创设获得感和成就感的职场体验

学校随动国家产教融合发展战略，主动融入经开区核心产业

发展生态，通过构建“企业学院、产教融合型企业、现代学徒中心”

三类支撑平台，“政校园企”四方联动，立足“六个共同”育人理念，

逐步形成了现代产业园模式下“政府主导、园区主推、校企主体”

的特色学徒制“常熟实践”。

（一）正确把握实习心态，调整职场心理

基于多年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学校已经形成“三感”为

核心的“12345”现代学徒制教学特色，重点推进“5”级实践性

教学环节首先是认识实习（学生一年级时，家长和学生前往企业

参观企业场景，感受企业氛围）、第二是跟岗实习（学生满了 16

周岁之后，至合作企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岗位培训，培养学生的

岗位能力）、第三是企业定制课程（企业选拔出一批企业讲师，

定期前往学校举行企业定制课程的授课）、第四是毕业作品设计（学

生至第五学期，设计制作体现专业和企业双元素的作品，培养学

生的专业综合应用能力）、第五是顶岗实习（学生到第六学期），

至企业举行为期半年的岗位轮训，为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扎

实的基础。

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及时对学生进行职业心理调整。企业

与学校是完全不同的环境，学校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相对宽松自

由的环境，而企业是紧迫感十足的，特别是私企；企业内部的情

况外人是不可能了解清楚的，除非深入其中。学生一下子从学校

来到企业，从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来到束缚感十足单独环境，是

很难适应的，企业有条条框框，有生产量的要求，对于中职的学

生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学校需要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职业心理，可以从班会课、思

想品德课、实训等课程上让学生明白，离开学校进入企业工作是

辛苦的，有压力的，但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经历；要端正态度，

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有付出

才会有回报。用正确的心态面对未来，就不会轻易产生较大的负

面情绪，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的难题，那么这条路上到处都是

收获。

（二）加大校企融合力度，规划职场愿景

学校加强校企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企业的优秀员工都是

企业的骨干，他们对自己手里的项目工作必然了如指掌，邀请他

们为学生授课，有实际工作经历作基础，课堂定会精彩，学生看

到了实际的机器而不是空洞的理论，定然也会增加几分兴趣。

目前，学校每个现代学徒制项目组建了不少于 6人的企业导

师团队，定期至学校进行企业定制课程的授课，发挥企业的资源

优势，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方法改革、课程资源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等建设。

学校要鼓励教师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与

企业管理，开发课程体系等，要学校专业教育更加贴近企业实际

生产。专业教师下企业孵化工程外，积极搭建各类校企双导师技

能互动平台。如举办新材料产业园校企技能 PK赛、芬欧汇川校企

双导师技能切磋赛等多种活动，给校企双方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

和交流提升的平台。同时为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企业积极参与

学校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方法改革、课程资源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三年级学生进入汽车零部件企业中岗位实习，很多学生是喜

欢机电专业，把成为工程师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非常积极

的跟随着老师傅们学习，吸收新知识。这种学生不会因为企业基

层工作无聊且辛苦而得过且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成功者都是从小目标开始的，要摆正态度，

树立每一天的小目标，以良好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努力学

习师傅们的经验，有所收获，用每天的获得感充实自己，以达成

小目标的成就感满足自己；而是这样的学生也是企业负责人所看

中的人选，在实习结束时，负责人非常期望他们能在毕业后选择

他们的企业，成为正式员工。

总之，要培养学生的获得感、成就感，就必须知其然且知其

所以然，然后施行。这需要我们在“三全育人”理念的引领下，

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推动职普融

通为关键、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这个道路是艰辛的，但是成果是美好的，为了学生，也为了自己，

成就学生，也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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