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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题班会为载体的高职院校思政育人实践探索 
王宁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新形势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力度和深度对于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对于学校而言，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真正做到全方位育人、全程育
人、全员育人，推进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主题班会作为高职院校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形式，其在促进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以及成长成才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对高职院校主
题班会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主题班会开展的具体实施策略，以期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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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themed class meeting as the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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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situation，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strength and dep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school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central work，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to truly achieve all-round education，
whole-process education and whole-person education，and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which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themed class meeting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utlook on life，values and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med class meeting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tudi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themed 

class meeting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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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主题班会在高职院校进行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以及班

集体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重要载体作用。主题班会对于促进高职院校
学生的班集体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综合能力素质培养和提升等
方面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在主题班会中，学生作为主体，辅导员
结合班级实际，通过组织开展有序、形式多样以及设计合理的主题
班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有效提高了学校第二课堂的
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主题班会作为开展德育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班主任以及辅
导员针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途径，通过有效开展主题班
会，可以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充分培养，同时，增强学生团结协作
意识。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特点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学生在校期间
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科学合理完成主题班会内容体系的构
建，对于增强主题班会的育人功能具有显著意义。 

主题班会的具体开展主要通过班主任或辅导员指导，它是以班
级为单位，围绕特定主题对学生组织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呈
现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特点。本文主要介绍高职院校大学生
主题班会现状以及实施策略。 

1、主题班会内涵 
主题班会作为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基本形式，是

一种主要围绕特定主题所展开的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班
集教育活动。其立足于在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可
能存在的问题理解、事务认知等方面加以正确引导和加深其理解的
深度广度，确保学生形成正确的判断，帮助学生树立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好主题班会对于推动班集体建设、增强
班级向心力和凝聚力，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具有积极作用，开好主
题班会，有助于确保良好班级班风的形成。在具体的开展中，教师
要对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给予重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实现学生自我成长、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教育的目的，通过有效主题
班会的开展学生的综合素养都会有显著提高。同时，主题班会作为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台之一，也是学生施展才华和自我教育
的重要路径，教师要充分挖掘学生的个体特征，对学生的个性发展

给予充分肯定。 

2、高职院校学生特点 
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招生规模呈现出显著增加

态势，在此种情形下，高职院校生源质量和生源组成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对高职院校生源类别加以分析，主要包括普通高考、高职
单考单招，成人高考等。同本科院校比较，高职院校在生源质量方
面呈现出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集体主义情感和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对于大多数高职学生而言，都接受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学生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觉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自知大学
生需要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以及社会责任感。但仍然存在部分学生
集体观念较差、责任意识淡漠的问题。当下的高职学生群体以 00 后
独生子女居多，在其成长期间，同兄弟姐妹共同成长经历较为缺乏，
并且父母过于宠爱甚至溺爱，导致诸多独生子女养成以自我为中心
的习惯，表现出淡漠的组织纪律以及集体观念。体现在待人处事方
面，表现出重个人感受、忽视他人情感的情况，对于集体和他人的
关心程度不够，无法很好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存在着对于
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拜金主义诱惑无法抵抗，过于追求物质利益，承
担责任意识较差的主观行为。 

2.2 缺乏奋斗目标，学习动力表现较差 
为迎合竞争激烈的市场需求，部分家长以及学校表现出急功近

利的情况。因为家庭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导向不正确，导致学生目标
不明确，认为只要考好学校就会获得好工作，在此方面欠缺准确全
面的认知，未重视自身的兴趣、特长爱好和能力的全面发展而随波
逐流。由于对于高职教育缺乏强烈的认同感，许多学生因为专业不
理想、学校不理想，而呈现出自卑、消极以及失望的情况，部分学
生入校后因为自觉专业不适合而呈现出烦恼的现象。即使许多高职
院校希望通过入学教育将学生的专业认知加强，培养专业兴趣，但
许多学生因为欠缺学习自主性，加上自身较弱的文化基础，在校学
习期间往往表现出学习被动的情况，主观能动性发挥较弱，尤其在
遇到学习困难后产生消极情绪，更加无法将自身学习兴趣提高。同
时，部分学生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将生涯规划以及学业规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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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忽视，认为只是属于教师布置的作业而已，并未认真思考自己
将来要从事何种职业，要怎样做好职业发展路径，因为缺乏清晰明
确的奋斗目标，而呈现出较差的学习动力。 

2.3 文明行为习惯养成尚需时间 
部分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缺乏重心，并且表现出

急功近利的情况。采用过于理想化的境界以及生硬的方式，对我们
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给予强化，对于传统文化精粹传导以及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所忽视。在教育教学中，强调所学知识只为了应
付考试，忽视了对学生自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的培养。因
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过于抽象化和理想化，使得学生容易出现厌倦
心理。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在外界诱惑干扰下表现出较差自信
心和自控力，无法冷静客观判断优劣，自身行为以及情绪容易受到
消极影响，从而表现出沉溺网络、放纵自我等一系列不良行为。 

3、高职院校主题班会现状分析 
3.1 主题班会作用发挥不明显 
高职院校主要安排班主任或者辅导员召开主题班会，因为时间

有限并且涉及班级较多，从而导致主题班会失去了本身开展的意义
变成了传达会，对校纪校规给予强调、对违纪违规事件给予通报批
评、对各项事务工作给予传导等。长此以往，导致主题班会流于形
式，无法真正发挥其作用，难以达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 

3.2 班会组织者未给予充分重视 
同课堂教学专任教师比较，以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为心中的主题

班会未获得充分重视。从主题班会召开时间、地点、内容便可以获
得体现。主题班会通常利用晚自习召开，辅导员一人要开展多个班
级的主题班会，同样的内容重复多次，因为精力有限，对于事务性
工作较为疲惫，对于主题班会的内容缺乏深度交流，班会开展较为
形式化，导致整体引导、方向以及规划丧失，无法将问题解决，难
以对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引导教育。 

3.3 形式单一 
当前高职院校在开展主题班会期间，主要选择在教室进行，并

且主要以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个人主持为主，通过播放案例视频、讲
授相关课件进行班会教育。缺乏创新性，以填鸭式灌输为主，未能
激发学生积极参与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导致学生表现出较低的参与
度，无法对学生给予充分锻炼。 

3.4 班会主题缺乏创新 
班会主题通常为学校学工部门统一部署安排，辅导员或班主任

未能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情况创新班会内容和活动形式。主题班会未
能及时将当下最新的社会热点以及同学们关注的新闻结合起来从而
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未能被
有效调动，班会流于形式，起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不明显。 

4、优化主题班会策略分析 
要充分发挥主题班会的育人功能，就要切实加强主题班会的探

索研究，对于班会的开展要做到整体规划、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
在活动开展期间要从班会主题设定、开展准备、应用环节以及成效
反馈等多个环节进行优化，切实将主题班会制度化，形成一套完整
的班会开展流程，助力班会育人有成效。 

4.1 将班会主题多样化 
例如，对大一新生的主题班会教育主要围绕学情校情、感恩教

育、爱情观、职业生涯规划以及交友观进行；对于大二学生，主要
围绕生涯规划类展开，重点引导职业生涯规划，未来的就业创业和
职业发展路径，生命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开展。而对于大三
学生，主要围绕就业择业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展开。此外，可以利
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好主题班会，抓住教育契机，合理明确具体的
班会主题。例如：在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开展“感恩生命”教育，在
雷锋日、青年节围绕“奉献奋斗”话题开展教育，在国庆节围绕“厚
植爱国情”开展主题班会。 

4.2 将班会形式多样化 
对于主题班会的形式加以归纳，主要体现为咨询答疑式、模拟

扮演式、节日纪念式、专题报答式、经验交流式、现场体验式、才
能展示式、成果汇报式、实话实说式、专题答辩式、总结归纳式以
及娱乐表演式。对主题班会的组织开展地点，应该不单单仅限在教
室，还可以在篮球场、寝室等地，活动地点的选择以教师和学生双

向意愿为主。在活动开展期间，可通过提问回答式互动、一对一互
动或者游戏互动等方式进行，以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带动学生参与
热情。于辅导员而言，要秉持平等、亲切的态度开展主题班会，确
保课外活动氛围同课堂活动氛围轻松，将结论式和言语式教育模式
向感悟式、体验式等自育模式进行转变。 

4.3 将班会组织者的综合素质提高 
作为主题班会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辅导员或者班主任在心理健

康教育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需要不断增强，
对于新方法、新理念以及新思维需要合理运用。同时，要注重同学
生之间的心灵交融，充分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自主意识，达到
班会育人的目的。学校也应积极承担起对辅导员系统性培训的任务，
为老师提供更多优质资源，创建优秀辅导员团队，做好坚实的制度
体系保障，确保辅导员专业能力的优化提升。 

4.4 将学生的受益面以及参与面有效扩大 
主题班会在进行策划和具体实施时，需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

体。具体实施期间，需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做到动静结合，以点
带面，必要时教师可参与其中，既拉近了师生距离，又活跃了互动
氛围。对于团体游戏以及才艺展示等系列形式需要充分采用，对于
不爱表现性格内向的同学，要求活跃同学对其给予充分调动，确保
每名学生能够充分实现广泛参与和师生良好互动的局面。 

4.5 认真完成归纳总结 
完成主题班会后，辅导员需要进行认真总结反思。首先，对活

动的开展表示肯定并称赞。其次，与学生拥抱或者握手给予鼓励。
最后，通过“解忧树洞”的形式让同学们畅谈对本次班会的感悟，
并以相互寄语的方法，将班会结束。 

总  结：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中主题班会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素质培养、

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班团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高校
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如何开好主题班会，
需要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具有高度责任意识和热
爱学生工作的初心，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想学生之所想，同学生客
观情况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开展主题班会活动。在具体实践中，需
要认真完成主题班会内容体系创建，高度重视班会的连贯性、系统
性、配套性和针对性，在抓好重点突出问题的同时，还要能够保持
常规教育不松懈，更加科学化、系列化，规范化的设计主题班会的
内容，确保主题班会的思政育人功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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