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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概念 1

1. 思想道德素质的含义

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在接受思想教育之后，素质

上所产生的变化。体现在言谈举止，着装打扮的各个方

面。这篇论文讨论的是“00 后”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素

质的现状，它的最初表现为：这个时期学生的价值观，

道德观、道德品质和传统文化道德。

2. 思想道德素质和构成内容

高职学生的思想观念在各个不同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综合素质。其内容包含了学生对社会的理解，对社会的

认识，对传统美德的学习，以及给社会带来的进步意义

等四个方面，这篇文章也是从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

质和传统文化习惯这四个方面详细展开。

二、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存在的问题及问卷调查

分析

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学生的道德素质决定了未

来各行业的发展情况，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但在这

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下，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和

青年的思想道德素养发展并没有形成正比。部分高职学

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嬗变，他们也被贴上了各式

各样的标签，在他们身上显现出了偏激言行、利己主义、

道德冷漠、心理脆弱等诸多鲜明特征。为了全面把握当

代青年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多方面的变动特点及

规律，我们对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进行了问卷调查

以及调查分析，总结该群体在思想道德素养存在的问题

和形成的原因。

课题项目：“四史”融入高职院校《思法基础》课程的探

索与实践（课题编号：XTZY21J14）

本次问卷调查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对陕西省内

三所高职院校共发放问卷 5887 份，收回有效问卷 5645

份。其中受调查者年龄为 17-18 岁 985 人，19-20 岁 2325

人，20-22 岁 2045 人，22 岁以上 290 人，所有学生当中

女生占 13.51%，男生占 86.49%。团员占 61.63%，群众

占 25.91%，入党积极分子占 11.48%，预备党员占 0.31%，

中共党员占 0.68%。其中生源类别高考统招生占 59.05%，

单独招生考试学生占 40.95%。

1. 人生观方面统计结果

针对高职学生对人生的总体规划展开了调查研究。

总体规划决定了学生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路线和具有什么样

的能力，同时也表现了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你制

定目标了吗？”这一问题中，从未制定过具体理想目标的

学生占到31.25%。46.96%的学生报考正在就读的学校的

原因是“父母的选择，因为就业好”。53.04%的学生选择

所在院校学习是因为“热爱这个行业”。有14.61%的学生

认为高职院校开设思政课的目的是教育部的统一要求。

2. 道德观方面的统计结果

这个部分主要调查学生个人处理与他人、集体和社

会关系的准则情况。我们发现大约有 60% 的学生加入了

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其中，53.04% 的学生担任了学生

组织中的学生干部，在学生干部中，大约有 87% 认为，

他们承担这个职责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学习能力。仅仅只

有 8% 左右的学生认为，他们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方

便而担任这个职务。“如果同学有困难”，32.97% 的同学

会在“同学曾经帮过我，我现在也会帮助他的”前提下，

才会帮助同学。

三、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存在的问题

1. 缺乏独立思考和构建人生规划的能力

以“四史”教育为引领提升高职院校学生

思想道德素质的路径探究
——以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何　苗　单　洁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四史”教育对引领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得出

高职院校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存在着几点问题，并对存在问题进行剖析。本文探索式地从传统课堂和实践教学

两个角度，将“四史”教育有机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的课堂和实践学习。最终通过第二次调查问卷和深入了解

发现，我校高职学生对于“四史”学习和思想道德素质水平主要从五个方面有了明显的提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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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昭示奋斗目标。然而，新时代的新青年渐

渐地失去了自己的理想根基。在调查问卷中，有 46.79%

的学生都认为选择当前就读的高职院校，是父母替自己

做的选择。而开启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后，更是认为“万

事大吉”，安于现状，只想成为“人云亦云”的大多数，

从而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构建人生规划的能力。

2. 职业道德观念薄弱

爱岗敬业是学生走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重要的

职业道德观念。而在问卷调查中 31.12% 的学生认为“在

进入到岗位后爱岗敬业的品质最为重要”，更多的学生认

为“社会适应能力”的品质更为重要。00 后高职学生缺

乏对道德职业观的正确认识，将会对今后他们在职业岗

位中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职工的发展遇到阻碍，势

必将会减缓各行业的宏观发展。

3. 奉献意识不强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86.74% 的学生都表示他们

担任学生干部这个头衔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仅

仅只有 8% 左右的学生认为，担任干部是为了更好的服务

于其他同学。大部分学生干部只认识到自己的管理职能，

忽视了服务与管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部分学生的工作

中折射出功利化、官僚化的问题也值得警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做到知行合一

高职学生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都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所了解，但事实证明，许多学生

还未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往

往是停留于喊空洞的口号，并没有在学习、工作和生活

中自觉、积极的践行，甚至还受到社会生活中丑恶行为

的影响。

四、高职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 学校因素——“立德树人”的认识与实施缺少默

契

大多数学校仍然只是把立德树人这句话挂在嘴边并

没有运用到实际当中，培养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全新人才。

一方面追求专业技能的培养，将“课程思政”作为专业

课程新的教学理念，但另一方面，思政教育方式层层脱

离。思政教育主要阵地为思政课程的第一课堂，但课堂

教学的效果是有限的，还需要在校园生活中体现出思政

教育的理念。

2. 个人因素——学生挫折承受力较差

因为目前高职在校学生成长于美好的新时代，物质

条件丰富，家庭环境保护较好，遭遇挫折的经历也随之

减少。所以学生能够经受生活的挫折以及即时调试自己

情绪的能力也往往不足。大多数高职学生因为自己在中

学阶段的学习成绩较差，没能考上理想大学，在入学时

消极对待学习和学校管理制度，从而存在潜在的心理问

题。学生无法保持阳光乐观的心态迎接紧张的学习生活，

那么也无法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建设当中。

五、学校开展“四史”学习的具体举措

我们也针对学生对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传统课堂和实践教学两个角度出发，有针对性的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活动。

1. 打造“四史”教育的“主课堂”阵地

本文以思政课堂主渠道为依托，面向全体同学开展

“开展四史教育，学做时代新人”的课前主题活动，要

求全体同学以班级内部的小组为单位，围绕“四史”发

展中的标志性事件或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通过 PPT 演

讲、情景剧、角色扮演等方式，共同追溯历史、缅怀先

烈、面向未来。同学们参与该主题活动的积极性非常高，

在活动的准备过程中，大家从精确的史料当中深入了解

到了革命先辈那段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艰苦

奋斗历史。这样一个时常仅有 15 分钟左右的课堂主题活

动，对全班同学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同时，老

师在思政课的实际教学中，也会根据教学的具体主题和

内容，有机融入“四史”内容，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了共

产党的诞生、共产党的革命、共产党的建设、共产党的

改革，也可以更好地继承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

风。

2. 学生自觉自发地学习“四史”

同学们自觉自发地学习“四史”，部分班级以晨读方

式激发高职学生群体学习“四史”的学习热情，同学们

于每日早晨课前和晚自习时间阅读《中国共产党简史》

《红军长征史》《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实

录》等书籍，同时也会观看《党史故事 100 讲》等视频

学习资料，潜移默化地形成大学生自主学习“四史”的

内在动力，我们也从经典原著、伟大实践、自我感悟等

多方面学习“四史”知识、感悟“四史”精神。同时，

学生也会以专业和班级为单位，线上和线下同时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显著提升了“四史”学习成效。

3. 以学校的实践教学基地为依托结合校史学“四史”

在实践活动方面，学校首先以校史学习带动“四

史”教育。对入学的大一新生进行校史学习，理清学校

发展历程，激发同学们的爱校热情，从点及面，由浅入

深，营造“四史”学习的校园氛围。其次，同学们利用

校园文化景观，开展了行业发展史的学习。思政课教师

带领学生开展“詹天佑雕像下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讲述了詹天佑先生的光荣事迹，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铁路事业发展历程，激励同学们奋发学习，技能报国。

本校的“新时代学习社”也组织社团学员在黄炎培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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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习了职业教育发展史。近半年，学校师生依托校内

的“思政文化长廊”，在长廊阵地讲述“四史”故事，我

们也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次次实践活动

激发了同学们学习“四史”的兴趣，从课堂中走出来，

同学们理解深入，感悟深刻。

4. 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四史”线上学习

同学们不仅在线下与老师和学生进行学习互动，线

上学习同样是重要的教育渠道。各团总支、团支部每周

开展“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同学们从中了解了

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学习到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学生社

团还利用自己研发的“学习时刻”小程序，对社团内成

员开展“四史”理论学习。除此之外，“学习通”也是同

学们课堂学习的小助手，在“学习通”APP 中留言讨论，

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调动同学们学习积极性。

六、“四史”融入课堂的效果分析

1. 思政课参与度、抬头率和亲和力明显增强

思政课围绕“四史”教育开展的主题活动、小组研

学、实践学习，使课堂的抬头率和参与度显著提高。同

时，老师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生

动的故事，一改以往传统思政课的“说教味儿”，让思政

课真正触及我们的心灵深处，切实增强了思政课学习的

实效性和亲和力。课堂创新，学生爱听，为“四史”学

习打通了主渠道，学生既学懂弄通了“四史”理论知识，

同时也爱上思政课。

2. 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与重建

同学们经过“四史”的教育和培养后，坚定了理想

根基，明白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许多同学开始制定确切

的人生规划，对于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

主要体现在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方面。之前，大部分高职

院校学生具有传统行业“情愫”，执着于进入铁路局、航

空公司、公办学校等单位工作。但随着竞争力增大、新

型行业的兴起，学生们改变了传统观念，也不再“人云

亦云”，听从父母安排，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方面，

学生愿意尝试传统行业以外的新兴行业，不再扎堆报名；

另一方面，学生敢于走出舒适圈，去外省市就业，去需

要推动发展的地区就业。

3. 学生的职业素养与职业认同感显著提升

通过以行业历史与校史学习带动“四史”教育，同

学们时常学习行业榜样，学习行业前辈的光荣事迹，培

养了大家积极进取、甘于奉献的积极职业道德观念，同

学们对未来所要从事的行业有了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

在现阶段的专业理论学习与实操中，总体表现出了认真

专注、严守规范和协调合作等综合素养，走上实习工作

岗位的学生在职业平台上展示出了自身曾在思政课上培

养和积累的能力和才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学们

在“四史”教育开展后的问卷调查中，已有 51.32% 的

学生认为“在进入到岗位后爱岗敬业的品质最为重要”，

与“四史”教育前问卷结果中 31.12% 的学生认为“在

进入到岗位后爱岗敬业的品质最为重要”有了明显的提

升。

4. 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显著增强

在调查前期发现大部分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只为锻炼

自己的能力，完全没有认识到学生干部为学生服务这一

宗旨。通过“四史”学习教育，同学们认识到我国能取

得新时代的崭新成绩，离不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重

视整体利益、为人民服务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学

生们意识到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学生干部也认识到

身为干部要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在“四史”学习开始后，

在“担任学生干部的目的“这一问题中，选择“为学生

服务”的同学占到了 30.12%，相对于之前 8% 的统计结

果有了明显提升。

5.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践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通过“四史”教育，让同学们从中学习到了革命先

辈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历史故事，革命先辈彰显的就

是中华传统美德，是青年学生应该继承和弘扬的宝贵精

神。学生们在思政课上学习了中华传统美德，学习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同时，在老师的引导下也逐渐

开始注重道德践履。同学们在专业理论学习与实操中，

总体表现出了认真专注、严守规范和协调合作等综合素

养。通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毕业生能够在职业

平台上展示出了自身曾在学校学习期间培养和积累的能

力和才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同学们以良好

的语言表达、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积极主动参与了校内

外各项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积极报名参加“十四运”志

愿者，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发扬甘于奉献、勇

于牺牲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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