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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策略探究
张小涵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当今社会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职业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加强中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助于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地建设，又有助于培养中职学生的三观，实现自我价值。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

面临了一系列问题。笔者将着力探讨对中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结合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对加强中职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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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文化带来的思想冲击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地不断发展，网络文化产生的影响也越

来越大。一方面，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快速地获取自己

想要的各种信息、与不同地区的人取得联系等。网络给人们带来了

许多便利，但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三观

还在形成中，面对这些良莠不齐的信息难以分辨，很容易受到网络

上不良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来文

化思想大量涌入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们能够通过网络接触到

大量的外来文化。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不能客观地看待外来文化思想，十分容易

受到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尽管外来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视野，

帮助大家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但是其中很多内容与我国的倡导

的价值观念不符，如果学生如果在三观没有完全的形成情况下过多

接触到了外来的价值观念会让学生造成思维混乱，也不利于对中等

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家庭教育方面力度不够

家庭是学生出生后的第一所学校，学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

家里度过的，家庭环境会对学生能否健康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但

是许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会对学生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并且家长自身的素质是

关乎家庭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父母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

们待人接物的态度，都会给子女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父母的

行为往往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行为。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两种

极端，一种过于严厉，一种过于宠爱。这两种都不利于学生形成

健康的心理。而且部分家长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认为教育的事

情就应该由学校负责，家长没有责任；或者是过分注重成绩的高

低忽视孩子自身的天分兴趣；又或者是只为孩子提供物质基础忽

视孩子在精神关怀这方面的需要。

（三）学校对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

当前，中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德

育课的老师通过课堂教学和开展相关探究活动来进行的，教学方

法单一。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导致中等职业学校对思想政治教育

等知识性教育不够重视，因为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来说他们就

业的唯一优势就是他们的专业技能。这些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的

老师在上课时只是照本宣科、课堂内容流于形式。

中等职业学校中大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都是爱岗敬业

的，但是还是有极少部分的老师工作重心没有放在学生身上，在

教学时只是把教材上的内容讲述给学生听，认为中等职业学校的

学生学习重点在学技术，对于文化科目不重视，因此对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学习情况不重视。

（四）学生的主客观双重障碍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年龄大多数集中在 15-18 岁之间，这个

年龄段的学生身心发展还不健全，在面对各形各色的诱惑的时候

抵御能力较差，加之中等职业学校不够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这方面

的工作，导致中等职业学校的大多数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

上不能专注地听课，课堂效率比较低。并且社会上有少部分人对

中等职业学校存在偏见，认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都是差生，导

致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很容易受这些世俗观念的影响认为自

己不够好，最后开始自我放纵不认真学习，甚至有的学生会产生

厌学心理。

二、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网络传媒载体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应用

1. 对网络文化加大监管力度，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21 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但是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容易

将这些学生引入歧途。必须对网络文化加大监管力度，为中等职

业学校的学生们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国家应该建立健全网络规

范，严厉打击在网络上传播不良文化的行为，对一些文化进行年

龄分级，避免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们在利用网络学习或娱乐的时

候接触到不良文化却无法辨别出来，从而被这些不良文化带偏的

现象。并且中等职业学校应该合理利用互联网时代这个特性，通



0392022 年第 4 卷第 14 期 教学创新

过网络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2. 通过网络传媒载体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打造中职学生健

康成长的文化氛围

中华民族拥有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在当今社会，外来文化不断涌入的情况下，通过网络

传媒载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帮助中等职业学校

的学生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三观，帮助中等职业

学校的学生们在面对网络上的外来文化时做到：以我为主，为我

所用，要让他们沐浴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文化氛围中健

康成长，让他们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二）重视家庭发挥的作用

1.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往往更容易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父母关

系是否和谐会影响到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家长们有权追求他们的

爱情和理想的生活，如果父母双方真的无法相处了，确实可以选

择离婚。但是，即便是家长双方关系破裂也要尽量避免在孩子面

前发生争执，要让孩子意识到虽然父母离婚了，但是他们依然爱他，

并且要格外关心孩子的真实想法，不能觉得自己离婚对不住孩子，

就一味地用物质来补偿孩子，或者是一味地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

溺爱孩子。

要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心，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给予，

还要关心他们身心发展，满足他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

2. 倡导现代教育理念

许多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让孩子参加很多学习辅导

班忽视孩子的兴趣爱好或者说是天赋，抹杀了孩子的个性。一旦

孩子的考试成绩下降就立马批评孩子，这样的教育理念对学生的

全面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甚至还会导致学生产生厌学心理。并且

家长不能把自己曾经没有完成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这样对孩

子的个性发展极为不利。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综合素质高、

能力强的人，而不是一些高分低能者，这就要求家长们改变传统

的教育观念，提倡现代教育理念，在培养孩子的时候要关注孩子

的想法，不忽视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天赋，还要把握好孩子的学习

能力，不要过分要求孩子，给孩子过多的压力，在面对孩子学习

成绩下降的时候不能只责怪他们，应该和他一起分析总结成绩下

降的原因，并鼓励他在后面的学习中继续加油，教导他们要学会

在失败中寻找成功的因素。而且当孩子在课本知识学习这方面确

实没有天分时，应该帮助他寻找他自己的长处并注重培养，不要

认为孩子成绩不行他就没有未来。

（三）注重学校发挥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 2010 年 5 月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

管理规程》的通知，该文件其中强调了要做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的德育管理。

1. 开发校园文化中的德育资源

“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是紧密相连的、

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 要想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成效，

中等职业学校就应该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并且大力

开发校园文化中的德育资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地开展做铺垫。

一个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并不仅仅是拥有多少绿化、多少建筑就行

的，除开这些可以看见的校园显性文化还需要精神层面的隐性文

化。在校园各处墙壁上书写的名人名言、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

动都属于校园的隐性文化。中等职业学校应该结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学生打造一个健康向上的

校园文化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三观，培育出符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型人才。

2. 提升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素质

德育课是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德

育课老师的素质对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课老师的教学能力能帮助中等职业学

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更好的成效。中等职业学校应该积极

与教委沟通，或者与聘请的教师定好要求，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开展，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教师交流大会，让学校的德育课

老师相互交流经验，以便更好地教育学生。

（四）努力提升自我修养

1. 转变学习思政教育的态度

中等职业学校的部分学生有厌学心理，他们受一些因素的影

响对学习逐渐失去了兴趣以及信心，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更是不

在意，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为了他们自身以后的

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需改变他们所认为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无用的想法。

2. 加强学习思政教育课程的自我控制力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身心发展尚未健全，对自身的控制

力以及抵挡外界各种诱惑的能力不足，这对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不利，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要对这些中等职业

学校的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因。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

应该加强在学习方面的自我控制力，在上德育课的时候，把注意

力集中在课堂上，尽量不要在课桌上摆放与德育课无关的东西，

更不能把手机打开，要注意听老师讲课的内容并思考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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