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52022 年第 4 卷第 11 期 实践探索

论如何加强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李海玲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工学校，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强中职学生就业指导中的职业教育，是适应目前我国毕业生自主择

业背景的需要，是培养既具有熟练的专业技能，又具有高尚职业道德情操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加强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需要德育老

师乃至整个中职学校所有老师的关注。本文主要从职业道德的含义、作用，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职业道德的对策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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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职业

教育得到了大力发展。在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为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对德才兼备型人才的需求，作为中职

学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时，不仅要注重学生专业理论、

技能的学习和提高，还要对学生加强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

观的教育。

一、职业道德的含义

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工作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

与其职业活动相适应的行为规范。

1. 调节职业交往中从业人员内部以及人员与服务对象间的关

系。

2. 有助于维护和提高本行业的信誉。

3. 促进本行业的发展。

4. 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各个行业中都应该注重员工的职业道德的影响，对于中职生

的职业道德教育更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二、中职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1. 中职生职业道德素质现状令人担忧。在择业观上，他们往

往对所提供的工作岗位的工资待遇、地点极为关注。大城市工作、

薪金丰厚，几乎是大多数中职学生的共同愿望，这导致在就业市

场中一些岗位趋之若鹜，一些岗位却无人问津。在敬业精神方面，

当代中职学生奉献意识弱化，十分强调奉献与索取成正比，带有

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他们有成就事业的愿望，但缺乏脚踏实地

的实干精神。一些刚毕业参加工作的一两年的中职学生往往把目

前所在的工作单位看成跳板，待遇好则继续干下去，待遇不好则

等待机会另谋高就，缺乏一种基本的敬业精神。

2. 近几年，不少中职学校已陆续开始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

育，尽管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开设，但没有合适的针对本

校特点的教材。这反映出中职学生的职业道德还更多地停留在感

性的层面，缺乏理论的研究。这种内容体系的零散乃至欠缺，是

困扰职业道德教育开展和加强的重要问题。具体到教育实践中，

还体现为只重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传授，缺乏对道德选择能力

和解决道德冲突能力的培养。目前有不少学生虽然知道一些道德

现象是错误的，也明确表示不满，但是在行动上，在涉及具体问

题时，又明确表示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可以放弃自身的道

德追求，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种“知”与“行”的严重失调，

与职业道德教育观念的落后有很大关系。

3. 不少学校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状况与加强职业道德工作

要求不相适应。一是教师队伍构成不够专业，任课教师中兼任教

师比重大，非专业的“半路出家”者居多。二是相比其他学科来

说职业道德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少，参加企业实践机会少。

三是缺乏对学生职业道德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四是大部分教师

尚未掌握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用多媒体手段演示授课比例小，

五是一些教师对学生缺乏耐心、细心和爱心。此外，职业道德教

育不仅需要其他各门课程教学紧密配合，更需要学校环境和整个

社会环境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职学校所有教师都应当成

为职业道德教育工作者，都应当是职业道德的垂范者。因此，如

何提高每一位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意识和能力，是加强职业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4. 缺乏与行业、企业的联系，现在的中职教育缺乏与行业、

企业的联系，影响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层次性。职业道德

教育可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职业道德教育，即作为社会从

业人员所应具备的共同职业道德要求；二是行业职业道德教育，

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行业规范往往是从该行业的人

员所应必备的职业道德。当前中职学校的职业道德教育都局限于

“一般职业道德”教育，对“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很少涉及。

三、加强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

德育为先，强化学生就业指导中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职业

道德意识德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影响学生思想、

塑造学生心灵的基础工程，在育人成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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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然而，

由于生源问题，学生入学门槛降低，中职生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弱

势群体”，其弱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大多来自弱势家庭；

二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处于学生群体中的弱势，三是不少中职学生

自卑心态比较严重。在总体上，中职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专业技能素质、心理素质都相对较差，导致职业道德素

质也比较差。毕业生在生活与工作中，有的拈轻怕重，还吃懒惰；

有的不求上进、自甘落后；有的见异思迁、无心工作。有的热衷

索取、不思奉献；有的四处钻营、唯利是图……，凡此种种，都

是缺乏职业道德的表现。为此，必须坚持“德育首位，以人为本”“一

学做人，二学本事”的就业指导理念，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

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为主导，

切实加强职校学生就业指导中的职业道德教育工作，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解决学生在就业时面临的诸

多问题和困惑，保证毕业证就业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除此之外德育的提高还应在日常的生活中培养

（一）自我约束

良好职业道德行为的养成对学生今后的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因此首先得让学生明白职业道德行为是十分关键的。然后

正如我们所知，任何习惯的养成都得靠自身行为约束。要想养成

良好的职业道德，必须从自我约束做起，认真对待自身的言行举止，

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持之以恒，从而养成良

好的职业道德习惯。

（二）从身边小事做起

“水滴石穿”的道理大家都十分明白，但要完完全全了解其

中的真正含义，并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作为德育教师，

我们应让学生们明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简单道理，让他

们从自己身边的日常小事做起，严格自律，以积极的态度对待、

处理并妥善解决身边的日常小事。

（三）提高认识，完善措施

中职学校学校领导不仅要认识到职业道德教育与学生素质的

关联，更重要的是它与未来社会风气的好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要拓宽对职业道德教育内涵的认识。新时代职业道德教育不再是

满足于讲道理、懂道理，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着力解决

工作实际中言行不一致的“道德冲突”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在实

践中逐步树立起由灌输式教育向知行统一教育转变的观念，实现

由封闭育人理念向开放育人、发展育人理念的根本性转变。要增

强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的开放性观念。一方面要拓展职业道德教育

的社会功能，加强学校与企业，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学校

与科研部门，以及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联合，突出职业道德教育的

通融性、互动性和体验性；另一方面要注重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

指导、心理咨询、健康教育、青少年发展研究等其他各项工作的

横向联系，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有效性。

五、在生产实习教学中培养职业道德习惯

中等职业学校不仅要在课堂上，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实习教学

中，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生产实习教学环境，坚持不懈地对学

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生产实习教学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方

法很多：

（一）说服教育

它是职业道德教育中最基本的方法，具体是指通过讲解、报

告、讨论、谈心等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学生的自觉性，

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如针对不同的专业，可搞些知识演讲赛，

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作用，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使学生获得有关知识，另

一方面陶冶了学生的情操，这也是有效地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好

方法。

（二）实际锻炼教育

实际锻炼教育，就是组织学生按照一定的要求，参与各种实

际活动，进行有目的的练习，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和习惯的方法。

教师应抓住这一时机督促学生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学习任务，

学习工人的优秀品质。例如在产教结合教学中，通过承揽各种来

料加工的业务，让有一定技能基础的高年级学生结合企业加工产

品，从而达到练习技能的目的。此外，还应教育学生按照学生实

习守则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锻炼，以增强他们的组织性和

纪律性。

综上所述，加强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

会发展，结合中职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提出不同的对策从而更好

地提高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更好地适应岗位的需求，更好地适应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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