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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职生职业素养提升的社团行动研究
梅暖英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 无锡 214433

【摘 要】：在组织开展学生社团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规范、创新形式和优化机制三个方面的过程性研究，指出中

职校可以通过强身健体类社团、人文知识类社团、专业技能类社团和社会服务类社团建设，引导中职生在社团活动中提升职

业素养，不断培养他们适应未来职业化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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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活动是中职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活动形式。他们可以

打破年级、系部和专业的界限，由兴趣爱好相同的学生自愿

组建社团。中职学校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社团活动，是以中职

生的成长和体验为中心，通过社团活动锤炼中职生的优秀品

格、提升中职生的职业素养，增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

人实效。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学校通过搭建社团活动平台、

优化社团管理机制，吸引广大中职生积极加入学生社团。在

社团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培养中职生吃苦耐劳、爱岗敬业、

创新钻研、团队协作、爱和感恩、坚韧活力等优秀品格，使

学生在社团活动中结交良师益友、实现自我管理，提升职业

素养，培养适应未来职业化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化技能，争做

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初步形成了四维联动型的

社团育人体系。

1 搭建平台优化社团的管理，吸引了中职生参加社

团

1.1 建立规范，实现社团活动的常态化

要保证学生社团的有序运行与健康发展，规范的制度建

设十分必要。学校通过配备社团指导教师、落实考勤考核管

理、保障活动设施设备，及时反馈学生意见，不断优化社团

管理，实现社团活动常态化。

1.2 创新形式，吸引广大学生参加社团

根据中职生的特点，结合学校特色，对学生和教师申报

的社团项目进行论证和评估，通过审核后由学生自主报名参

加。学校组建了社团工作的管理团队，加强学生社团建设的

系统研究，联合社会力量，为每个申报成功的社团配备专兼

职社团指导教师。同时整合各方资源，积极创新社团活动形

式，培育了一批有特色的社团，打造成了一批立意新、品味

高、受学生欢迎的精品社团。

1.3优化机制，保障学生社团的长效性

落实保障机制。学校通过优化学生社团的管理机制，为

社团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为学生社团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

必要的人财物等后勤保障，统筹安排每学期的学生社团活

动，创造条件确保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符合开设相应社团的

条件，保障学生社团运行的长效性。

完善考评机制。科学全面的考评机制能够动态监测学生

参加社团活动的情况、综合考评社团活动的育人实效。学校

通过问卷调查、定期考核等方式进行社团考评，逐步完善学

生社团建设的考评机制，积极发挥学生社团活动在“三全育

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优化激励机制。学校鼓励教师和学生申报参加形式多样

的社团活动，使社团活动形式多样化、活动内容层进化。同

时创造条件，积极组织参加文明风采大赛等各级社团展示活

动，以赛促建。定期开展社团展示，对在活动中表现突出、

活动成效显著的社团组织和社长进行表彰奖励。

2 打造四维联动的学生社团，培养了中职生优秀品

格

图 1 提升中职生职业素养的四维联动型学生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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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职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学校探索出了适合本校青

年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实践途径，以强身健体类学生社团培

养中职生坚韧和活力的优秀品格，以人文知识类学生社团培

养中职生爱和感恩的优秀品格，以专业技能类学生社团培养

中职生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创新钻研的优秀品格，以社会

服务型学生社团培养中职生自律和友善的优秀品格。他们在

社团活动中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的精神，实现社团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作用，提升了中职生的职业素养，培

养他们适应未来职业化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化技能。

2.1 强身健体类社团

加强身体锻炼，训练强健的身体素质，是职校生培养良

好的职业素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所必要的体能准备。对于

初入职场的职校生，他们将在最基础的劳动岗位上，重复着

枯燥无味、又累又脏的工作。这些对于刚就业的职校生来说，

对未来美好工作的憧憬与现实的差距，将他们的职业理想追

求打击得荡然无存。而无论深陷何种境地，仍然心怀梦想、

永葆坚韧和活力的内心，将成为职校生锤炼优秀品格的自觉

追求。强身健体类社团，将为职校生提供坚韧和活力品格的

训练场。实践证明，坚韧的人通常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展现

出异常的意志力，他们不惧怕挫折、善于调整情绪，并且拥

有坚定的目标，能做到知、情、行的统一。学校通过开设九

狮社团、篮球社团等强身健体类的学生社团，锻炼中职生健

康强壮的体魄，引导他们学会调适情绪、释放旺盛的精力，

在不断重复的体能和技巧训练中培养坚韧和活力的优秀品

格，提升了职业素养。

2.2 人文知识类社团

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

识、文学知识、政治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

道德知识、语言知识等内容，主要分为国家概况、国家文学

和语言知识等方面内容。人文知识，是最基本的人文素质。

提高职校生的人文知识，有助于职校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现代文化，提高中职生的文化修养，培养审美情趣、提

升艺术修养，唤醒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推

动并繁荣校园文化。人文知识类社团，有助于培养职校生爱

党爱国爱家和关爱自己和他人的家国情怀，以及感恩的优秀

品质，提高幸福生活的能力。学校通过文学社、话剧社、茶

艺社等人文知识类社团，培养中职生爱的家国情怀和感恩的

优秀品格。学校开设的文学社团，以双月一期的校报编辑为

平台，指导中职生进行美文欣赏和大爱小爱的精神感悟；话

剧社团和茶艺社团，用动和静的形式，唤起中职生对爱和感

恩的认知与体验。

2.3专业技能类社团

专业技能主要是指从事某一职业的专业能力。中职学校

专业技能型社团指中职学校以专业为载体，以培养专业技能

为目的，由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自愿组织而成的群众性

组织。专业性学生社团主要通过传播与宣传相应的专业知

识，把更多热爱此专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通过相应的社团

活动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通过专业技能类学生社团的形

式，指导中职生开展专业实践，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爱岗敬

业、创新钻研的优秀品格，是提升职校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

技能的有效途径。学校开设了无人机社、3D 打印社等专业技

能类社团，指导学生开展专业实践，培养中职生爱岗敬业、

吃苦耐劳、创新钻研的优秀品格，提升了中职生的职业素养

和职业技能。

2.4社会服务类社团

正值青春期的中职生，他们渴望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

渴望被同伴理解关爱、渴望得到社会的友善助力，也很有必

要学会心怀友善、践行友善，建立社会新型人际关系。指导

社会服务类社团走进社区和企业，开展社团文化展示或服务

活动，为中职生参与社会实践、服务社会提供了通道。社团

成员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

或企业文化活动中，培养自律和友善的优秀品格，在实践中

锻炼自己的社会适应性，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从而提

高了自己的职业素养，为就业做好充分准备。学校组织磨刀、

扬善等社团走进社区和企业开展服务活动，为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服务社会提供了通道。社团成员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和

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或企业文化活动中，培养自

律和友善的优秀品格，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并展示自己、在服

务社会中提升自己，培养自律和友善的优秀品格，体现中职

生的职业素养，不断增强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为走上社会

就业创业做好充分准备，成就更好的自己。

3 促进学生社团的内涵发展，提升了中职生职业素

养

学校通过开设强身健体类社团、人文知识类社团、专业

技能型社团和社会服务型社团，在社团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坚

韧和活力、爱和感恩、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创新钻研、自

律友善和团队协作的优秀品格，不断提升中职生的职业素

养，适应企业和社会对中职生的要求，实现中职生的幸福人

生。

3.1与德育工作有机结合，促进社团的内涵发展

学校以“积极德育”为德育品牌建设项目，为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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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锤炼、职业素养训练的社团活动平台，大力发展学生社

团，促进学生社团的内涵发展，着力打造品牌社团。

3.2 与人才培养有效融合，培养中职生的优秀品格

学校以“现代班组长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在

社团建设中着力培养工匠精神，为学生的职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的实践平台，不断培养中职生的优秀品格。

3.3与社会多方合作联动，提升中职生的职业素养

学校与社会多方合作，联合企业、社区与家庭的力量，

不断拓展学生社团项目，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社团活动，为

中职生提供社团展示的舞台，在社会实践中提升中职生的职

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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