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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个性形成过程中 
学校教育优势与家庭教育指导的探索研究 

王海欧  马荣 

（大连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大连市综合高级中学  116033） 

摘要：随着我国加强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指导上升为“国是”。如何构建并完善德育内化机制，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成为重

要课题。为此笔者基于实践，提出了思考与建议。明确指出，只有找准学校教育优势，协同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才能实现为国育才、

为党育人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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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事业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强职业教育和家庭

教育指导已上升为“国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构

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

工作计划”。可见，如何构建并完善德育内化机制，保障青少年健

康成长，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一、从学校与家庭视角浅析中职学生个性形成的影响因素 

1、影响个性形成的主要因素 

对于人的个性表现我们从独特性、稳定性、整合性、功能性与

社会性五个方面评价。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划分为本我、自我、超

我三个层次。由此，人们总结出影响人的个性形成的因素主要有：

生物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家庭教养方式、同辈群体、学校教

育因素和个人主观因素。此外自然物理因素、自我调控因素等也对

人格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基于青少年个性形成及发展规律可知，除了遗传和社会文化因

素以外，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教育，以及同辈群体对其个性形成影

响最为深远。尤其在我国这样人口密集，以学校集中教育模式为主

的大环境下，学校教育优势明显，且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中发挥主

要作用。 

2、中职学生群体的普遍特性 

中职生是特殊的青少年群体，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

“拔节孕穗”期。一方面，由于其正值人生十六七，思想天真烂漫

不成熟，好奇心强，有表现欲望，自控力弱，知识能力不扎实，容

易受各种外界因素影响。随着信息化与新媒体的盛行与交错，奔涌

而来的各种思潮对其身心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很多中职生自

我意识不健全，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在盲从跟风、叛逆偏激、自卑

敏感中出现心理状态不稳定，生涯目标不明确等问题。同时，因为

缺乏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朋辈影响，中职生容易沾染不良习惯，被不

端行为诱惑，形成“小帮派”或“隐秘的角落”，进而阻碍个人成

长，影响家庭和谐，甚至造成负面问题。 

另一方面，很多中职生尽管文化基础薄弱，但实践操作能力却

相对突出，擅于接受新观念、新事物，尤其是来自农村或县区的学

生，相比城市少年具有朴实忠厚、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适于基础

性专业技能学习与训练，具备一定劳动精神，可通过匠心教育和引

导，塑造为劳动技能型人才，成为社会生产与发展的主力军。 

3、中职学生的家庭教育现状 

家庭作为孩子的“第一母校”，父母作为孩子的“终身教师”，

是孩子的成长基石。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就特别重视家

教，曾在《理想的家庭》里提出求真务实、孝老爱亲、自强奋进、

敬业乐群的教养原则，并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其家庭人丁兴旺，英

才辈出，成为后世楷模。宋庆龄曾说，孩子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

底是受到家庭、父母的影响。良好的家教是孩子成长的起点，将受

益终生。可见，家庭教育对人的个性成长至关重要。 

回归现实，着眼当下，据统计，近七成中职生来自“问题”家

庭，例如离异、重组、单亲、留守、贫困、孤残、暴力、宠溺、犯

罪等等，而且，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学历文化水平偏低，甚至接近

“文盲”。这些都使其在个性形成期，受家境影响，出现或身心发

展失衡，或理想信念缺失，或行为习惯散漫等问题。而家庭作为社

会组织中最小的成员单位，其健康发展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学校教育对学生个性形成具有重要优势作用 

学校教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由非专门机构逐渐演

变而来，有固定场所，由专门的教师和一定数量的学生，根据专培

养目标、管理制度和教学内容而实施的教育。按水平可分为初、中、

高等级，按性质可分为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和各种专门学校。学校

教育优势作用主要体现在师资队伍专业化、教学方法标准化、内容

实施程序化、育人成效集约化等等。同时，也存在着个性培养空间

局限、核心素养定位偏差、增值评价保守失衡等困境与挑战。这些

都需要我们在融会贯通，创新守正中寻求多元合力，促成协同育人。 

而对学校教育之于家庭教育的关系研究，我们更要始终致力于

用新思想解决新问题，准确地把脉时代律动，既要放眼世界，又要

立足国情。 

一方面，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流传下丰富深刻的教

育智慧。另一方面，国人以海纳百川、包容并蓄、改革开放的远见

灼识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而今，科教兴国战略已

步入新发展格局，如何加强高质量现代化学校建设，发挥学校教育

优势，成为教育者的使命担当。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

规，更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学校教育之于学生个性形成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 

当代知名教育专家李镇西认为：学校教育无论多么重要，都只

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对此，许多教育家都曾有过论述：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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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要性远胜过学校教育。比如，苏霍姆林斯基把家庭教育对儿

童的影响力排在诸多教育之首。甚至认为，学校教育的效果取决于

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教育教学就

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如果家庭教育不行，那么学校教育

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美籍华人教育专家严文蕃也曾做过一项调查：在学生成长中，

学生自身背景因素占 80%，教师的作用占 13.34%，学校的作用占

6.66%。其中学生背景中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父母职业等占

60%，学生原来的知识和兴趣等占 40%。可见家境对孩子影响不能

忽视，好的家庭教育能成就孩子健康发展的全程。 

知名校长李希贵曾面对家长谈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时说：“学校是用来帮你的。因为父母语文挺强，但你不懂数学，

所以学校就帮你；因为你要上班没有时间，所以学校就帮你。学校

没有想象中的那些神奇的作用，学校教育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

充，重要到不可或缺。”尽管家庭教育第一重要，但却存在力所不

及的地方。比如，系统传授文化知识，创设人际交往、团队合作的

集体生活情境，提供同龄朋辈共情共性的成长资源和文化氛围等

等。和家庭教育相比，学校教育毕竟是第二位的。“第一影响”毫

无疑问应该属于父母和家庭。千万不要用貌似客观的“二者都重要，

不可偏废”之类的中庸说法，来抹杀家庭教育的“第一重要性”。

虽然“都重要”，但有主次之分。 

四、加强中职生家庭教育指导的策略与方法 

从《我国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现状、挑战与对策分析

——基于我国 9 个省（市）的调查结果》可知，学校是提供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的主要渠道，在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

地位。 

鉴于中职生家庭教育现实问题，笔者因由 20 年中职德育一线

工作经验，在以“终身教育”加持提升“核心素养”的视域下，展

望“新基础教育”前景，深知其间的各中滋味。同时，出于一名党

员教师的职业操守，迫切需要攻克这一课题，立足实际，创新守正，

发挥学校教育优势，向未来社会产力军的健康成长献言献策，具体

如下： 

1、以家庭教育现场为关注点，解决实际问题。 

“教育现场”是教育研究中处理“事”与“理”联动互生的关

注点，更是具体观照个体成长的场域。我们必须以介入、影响和改

变为基准，读懂现场，策划实践，赋予能效。倾注“家本位”关怀，

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学生个体置身于家庭教育“生态圈”

里，突破障碍，激发潜能，融通事理，健康成长。例如笔者曾多次

以此法深入“问题”学生背后的“问题”家庭，还原复盘，引导当

局者对号入座，换位思考，进而找出症结所在，解决了很多家庭有

关叛逆焦躁、冲动暴力等危机事件，又进一步疗愈了“温水煮青蛙”、

“溺爱养恶习”、“隔膜生郁闷”、“疏离致冷漠”等“常见慢性

病”。 

2、以亲子关系融合为关键点，促发和谐共进。 

教育即生活，生活需要讲究艺术，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关

系”二字，学校教育关键点在于师生关系，而家庭教育的关键点自

然在于亲子关系。关系融洽，家和万事兴。亲子关系要以亲子活动

为载体，而亲子活动需要艺术设计，如此一来，孩子才能在丰富的

家庭活动中感受到长情的陪伴与温暖，生发幸福与美好，充满信念

与力量。比如家人一起散步时既可运动又可谈心；就餐时培养家庭

礼仪和劳动意识；走亲访友时可以锻炼孩子待人接物的社交能力；

旅游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阔视野，丰富认知体验等等。这些无

一不为孩子的个性成长赋能。在当今大力提倡核心素养教育、“双

减”缓释“内卷”焦虑、普职教育同等重要的背景下，更应从人性

健康角度对亲子关系抱以远视的智慧与关注。 

3、以科学合理教养方式为关切点，凝聚教育合力。 

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要尊重规律，有特定的原则、内容和方

法。开展家庭教育需要具备许多科学知识，要经常用到遗传学、优

生学、生理学、卫生学、营养学、运动学等知识。影响孩子个性成

长的三个要素：遗传、环境与教育，教育起主导作用。想提高家庭

教育的质量，务必先提高家长的素质，家长应多学习有关生理学、

心理学、教育学和人才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以身为范，合理规划，

为孩子的全面成长奠基，让孩子从小就养成好习惯。比如孝老爱亲、

勤劳谦和、敬业乐群、诚信友善等优良品质的塑造，都需要家长带

着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完成。 

改进与展望 

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建设还存在短板，多数教师因本

职工作繁重，时间精力有限，资源整合能力失衡，无法保证服务工

作的持续性和系统性。另外，由于培训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师资

专业性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未能充分关照家长需求等。 

面向未来，立德树人，任重道远，只有找准学校教育优势，协

同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才能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实现为国育才，

为党育人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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