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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念下促进中职学生
可持续发展的德育管理措施

贾冉冉

（济南市莱芜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山东 济南 271100）

摘要：德育工作一直以来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育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

这既是德育工作内在发展的需要，也是做好德育工作不可回避的事实。中职学校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在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方面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德育教育工作却进展缓慢，德育教育效果明显不足，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即使具备一定的专业操作技能，但不能

脚踏实地、吃苦耐劳，后劲不足，创新性和进取心缺乏，学生素质也饱受社会诟病，发展的可持续性堪忧。所以如何提高德育教育工作

的效果，将是摆在中职学校面前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因此，为了使中职学校决策者和管理者能够更新德育教育管理理念、转换德育教育

管理方式，笔者试图立足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探寻中职学校德育教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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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解析

（一）“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概念原本是管理学的概念。在《管理学大辞典》

中的表述是：“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和后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群体

或个人。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社区、特殊利益群体、

媒体乃至整个社会或全体公众。”

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起源于经济领域，但是该理论能够以一

种开阔的视角将所有对组织目标产生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到视

野中来，所以对于教育领域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职业教育作为

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类型，涉及到政府、企业、学校、学生及家

庭等多样化的利益主体，因此，在职业教育研究中应用利益相关

者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的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

用基本都聚焦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而且基本没有从利益相关者视

角研究职业教育政策的相关论著。鉴于此，基于“利益相关者”

理论的视角研究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管理措施是待挖掘的命题。

（二）可持续发展

1962 年《寂静的春天》问世，惊世骇俗的事实引发全球极大

的震动；其后相继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布了《增长的极限》《只

有一个地球》《濒临失衡的地球》等，进一步对全球的传统发展

1987 年发布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布伦特莱报告《我们共同

的未来》，作为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基础。可持

续发展价值观的形成，为价值教育提供了内容选择与实践依据，

进一步丰富了可持续发展教育价值概念的理论内涵。

二、中职学校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可持续性不足的表现

中职学校作为特殊的教育形式，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技能工人

的重任。当下国家正处于发展的全力加速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

高水平的技能人才，中职学校培养的效果如何，将极大决定国家

未来技术发展的步骤和进度。但是目前，进入岗位的中职学校技

能工人却面临着相当多的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动手操作基础，

但是学习劲头不强、吃苦耐劳精神不足，不踏实、眼高手低，目

光短浅，注重工资待遇和享受，却不愿付出努力，创新性严重缺乏；

有的出现迟到早退、故意旷工，甚至是寻衅滋事等违乱纪的情况

出现，导致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中职学生评价堪忧。

三、中职学校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可持续性不足的原因

（一）中职学校对德育教育重视不足

中职学校因其培养技能人才的教学目标影响，学校将大部分

教育资源都用在了理论学习和实训实习操作上，注重学生春季高

考和技能大赛的结果，因为在这两方面取得成绩短时间就能见成

效，对于提升学校的声誉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对于教育部门安排

的德育课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出现课表安排了德育课，结

果却是上自习，或是专业课教师占用的结果。

（二）师资力量欠缺、德育教育专业性不强

中职学校不重视德育教育，自然在师资力量的培养和和课程

的安排上漏洞百出。德育课程在老师的印象中就是随便说说、学

生爱听不听、谁都能上；学期初安排德育课程时，教育管理部门

通常看哪位老师本学期教学任务不多，就安排上德育课程来增加

工作量。教师的非专业性，导致知识不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自

然就不适合开展德育教育。

（三）传统德育教育模式过于僵化，不利于学生接受，不能

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

传统的德育教育，以上课讲理论为主，方法刻板；旧的考核

模式，以考试、分数作为学习成果的唯一检验标准，使学生缺乏

对德育课教学的兴趣，为了应付期末考试，只会死记硬背、读死

书使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都难以发挥，老师不爱讲，学生不

爱听。通常上课的状态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睡觉、聊

天、玩手机、听音乐。对学生来讲，德育课就是“休闲聊天课”，

可有可无，自然散漫，学生不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德育教育

效果不佳就不足为奇了。

（四）德育教育内容碎片化严重，缺乏系统性和时效性

德育课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概念较多，复杂抽象。这就要

求德育课程的设置必须兼具系统性和时效性。而实际上，德育课

程设置的内容碎片化严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对时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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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够敏感。德育课要想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就必须理论联系

实际。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学生非常愿意接受新的信息、关心时政，

如果教学过程能跟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那么德育课教学就会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五）社会和家庭对中职教育和中职生存在偏见

社会负能量的影响。当代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为了

追逐经济利益，社会责任感缺失，网络媒体大肆传播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等负能量，使得正处于三观塑造时期的中职

生扭曲了前进方向，放松甚至忽视对自己道德品质修养的学习和

提高，德育课的教学实效受到挑战 ]。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与中职学校相关的利益个

体

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考虑：

首先，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多个利益相关者，且其合法性、合理性

和权威性各不相同；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多种利益要求。

（一）学校自身

毋庸置疑，学校是培养学生的场所，学生无论是在校还是毕

业之后的发展情况都对学校会产生莫大影响。任何一个学校如果

出现重大教学、安全事故，消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各大新闻

的头条，所以学生的素质和表现直接决定了学校在社会上的形象。

学生毕业之后的表现—包括个人的素质体现、个人事业的发展—

对学校的影响与学生在校期间的影响相比虽然不是即时的，或者

说延时的，但对学校教学成果的检验更具有说服力。所以学校自

身无疑是与学生德育素质相关的最大的利益个体。

（二）企业

企业是与中职学校休戚相关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企业与中职

学校建立合作关系是互惠共赢的：企业可以借此雇佣廉价的劳动

力以减少生产成本，更可以获得公众好评，即良好的社会声誉。

所以，中职学校学生综合素质的高低将决定合作企业的生产是否

能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实施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促进中职学生可持续发展

的德育管理措施

在德育教育中，每一个利益个体都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学生

的德育教育责任，即使是参与的程度、力度有所差别，但不可或缺。

（一）学校管理者层面：建立学校党委为核心，各部门齐抓

共管的德育教育管理队伍

党委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更是德育工作开展的领头羊，

负责研究德育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制定学校德育教育的组织、

规划，并统筹、协调学校各部门全方面开展德育教育工作。但这

并不意味着不是全体人员平分德育任务，而是德育教育队伍内部

的一个合理有序的分工，它是学校各部门通力合作的一种德育教

育系统和格局。

中职学校直接负责学生管理的人员主要是政教处和团委的老

师，他们的综合素质、管理的理念和方式方法等对管理育人功能

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教处和团委负责人要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一切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将

管理工作与德育教育紧密结合，才能成为学生的榜样，让学生从

心底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后勤人员也要注意在细节处进行德育教育。邓小平曾指出：“后

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

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

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学校的后勤服务，

简单说是为了人才的培养而服务，而过去的德育教育工作只注重

后勤部门的服务层面，却轻视了它的育人教育职责。因此应重新

重视其德育教育功能，提高后勤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工作态度

和服务水平，促进学校整体德育教育格局的形成。

（二）教师层面：强化班主任的骨干作用班主任的工作在中

职学校德育工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因为班主任与学生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接触最多，对学生的

情况最了解，做学生工作最有发言权。班主任的教育工作虽然看

上去每天都在重复，但是细节处又是千变万化的。这就要求班主

任老师应时常更新德育理念，及时转变教育方法，提高自身综合

素质，才能在做教育工作时游刃有余。一方面，班主任老师应加

强理论修养，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

班主任应多多站在学生立场考虑问题、开展工作，在解决学生的

实际问题的同时不断将德育教育渗透进去，从而使德育教育更有

针对性。中职学校教师除了班主任老师，就是授课教师与学生接

触最多了，无论是文化课教师也好，还是专业课教师也好，他们

的课堂如果仅限于文化知识的传授，将是德育教育工作的巨大损

失。每位授课教师都有义务、有责任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

和学生进行情感、德育的交流。这就要求授课教师除了具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这样在教学中才能引经

据典、如鱼得水，与学生的思想碰撞出火花。此外，教师的个人

魅力在教育中具有无形却不容忽视的感染力。只有教师通过自身

良好的形象进行言传身教，才能让学生耳濡目染，起到真正“春

风化雨”的教育作用。

六、结语

中职学校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每一个利益相关成分都应该

承担起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的责任。这种责任不应被看成是强加

的，而应该是对每一个成分都有利、每一个成分都去主动承担的

工作，因为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各司其职，德育工作才能够全方

位地渗透进学生的教育中去，为学生可持续的发展起到最好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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