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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域下浅谈中职生德育之唤醒教育
肖 宁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 常州 213032

【摘 要】：在我国三全育人格局下，中职学生群体变化，普通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实践工作也面临诸多新状况、新问题、新挑

战，而以往一些惯用的德育实践方式和渠道已明显不符合当前教育创新形式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笔者对中职学生德育现状进

行了调查，并剖析成因、研究措施，期望采用唤醒教育的方法为当前的中职德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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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attern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in China, the group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s changing,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ordinary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also facing many new situations, new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However, some usual ways and channels of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the past are obviously not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statu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auses, research measures, hope to use the method of awakening education for the curr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moral education work smoothly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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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本领的传

授，而在于激励和唤醒。德国斯普朗格教授也曾说：教学的终

极目的并非传播人类已有的知识，而是为了将人的创造性能力

引导起来，把生命感、价值感等唤醒。所以，教育教学的核心

所在就是唤醒，而职业学校的德育教育的核心更在于唤醒。

1 中职生德育现状剖析

目前多数中职生都是应试教育制度下的中考落败者，他们

共同特征都是比较自卑，没有社会责任感，加之现今社会上对

职业教育、中职生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知，使得学生身心的发

展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缺乏理想信念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对前程悲观失望，思维上不求进取，

认为进入职业学校就没有出息了；在学业方面目的不明确，也

没有积极进取的动机；对未来职业目标不清晰，觉得目前所学

的不一定对将来有益，大多数人只是想混个文凭之类。突出表

现是：意志力消沉、生活懒惰、贪图安逸、谈恋爱、爱搞破坏

之类。

1.2无视纪律卫生

因为中职生对自己个体定义上的偏差，使得他们对未来很

迷茫，厌学现象、纪律意识差、时间观念淡漠，主要表现为：

来晚、病事假、旷课，上晚自习、就寝讲话、擅自活动、自由

进出学校等；个人生活习惯很差，不讲究公共卫生，也很容易

出现随便乱食、乱吐、乱丢东西等一系列不文明现象。

1.3存在心理障碍

中职生绝大部分在初中是所谓的“差生”，是被教师、同学

乃至父母定为毫无“成材”期望的一个群体，造成了很多中职生

都有很大的自卑心理。由于多数学生在初中阶段是被老师冷落

的群体、批判的对象，自身成就感不能实现，加之正值青春叛

逆期，所以不少学生都有比较强烈的逆反心理。在中职教育教

学过程中，教师若不重视正确的方式方法，很易激化矛盾，并

带来教师教学和教育上的各种困难。另外中职学生的认识能力

还处在不断发展阶段，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容易出现

盲从现象。

2 导致中职生的德育现状原因剖析

2.1学生个人方面的主观原因

（1）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够正确，没有用发展辩

证观点建立科学合理的生命价值观，而是热衷于用狭隘的政治

视角、个性私利、宿命论的观点来给自身做辩解，因而显现出

享乐性、功利性；意志薄弱，无法用正确的观点对抗不合理的

要求，因而形成了一些利己、负面的言行。

（2）社会道德观念缺乏，也没有认识社会道德规范在社

会生活中的地位、功能和含义，也没有独立的道德评判能力，

很易受外界影响和个人欲望驱使，而作出违背准则和别人利益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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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少自律，中职生正处在身心迅速发展变化的时期，

其自身调控力量相对薄弱，缺乏冷静做事、理智行动的能力。

2.2社会大环境方面的客观原因

2.2.1社会方面

当下社会环境多样复杂，各种不健康的思潮、文化、社会

行为等充斥其间，都很易让中职生遭受不良影响。又由于中职

学生这个年龄阶段爱好交友，很容易形成小群体，而一些社会

上小群体的道德不健全或不法行为也很易使学生遭受影响。

2.2.2家庭方面

家庭教育在青少年学生的发展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而家长

作为对子女家庭教育的首要负责人，其思想品德、文化教养、

生活习惯、家庭教育经验、家庭构成等均会对学生自身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学生不良习惯的养成往往和家庭教育

有密切关系。

2.2.3学校方面

目前全员育人意识有待加强、德育教育教学渗透少、关爱

学生不够。加之很多学校办学条件较差，不能因生而异满足个

体学生求学、求技等实际需求。还有，当下中国不少老师的人

才观、教育观陈旧；教育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都过于简单化、缺

少教师和学生之间有效的交谈、沟通与互动。

3 解决中职生德育问题的对策

唤醒教育强调以人本为核心，通过唤醒人的内在潜能以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教导学生时，每一个老师都需要对学生有

更多的信心，让学生感受到信赖、体会到希望，那么学生的内

在潜力也会逐渐被唤醒、被激活。每个班级中都会有后进生，

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必须从培育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开始，通过

启发引导、调动兴趣，去唤醒学生的内在力量，让其清楚学习

的目的，端正思维态度，从而转换由“要我学”为“我要学”。当

然这也是个非常艰苦的教学步骤，为此老师往往也需要付出很

大的努力。

3.1唤醒教育是一种手段

3.1.1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醒责任意识

把爱国主义教育贯彻于校园德育的全过程，进一步促进爱

国主义教育走进课本、进入课堂、走进心灵；发挥老师的指导、

教学主渠道作用厚植学生爱国主义情感，使广大中职生明确只

有通过努力学习，提升职业技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守土有责，

那便是最具体、最朴实的爱国表达。

3.1.2加强廉耻心教育，唤醒荣辱意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耻心与荣

辱意识是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中，最起码的品德要求。英

国著名教育家洛克说过：只有出自内心的廉耻观念才是真正的

约束。中职生对周围人的评价非常敏感。这个阶段家长、教师

依据合理的道德规范对孩子的言行加以表扬和批评，会使学生

对自身的言行形成强烈自豪或者自责的情感。重视营造良好的

教育环境，定期地与学校、教师展开有效沟通，在每个学生的

进步中总结有益经历，与学生共同提高，将老师的“要我做”变

为学生自身“我要做”，真心实意地抓好对每个学生的荣辱观教

育，其实也就是展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三观教育。

在廉耻心教育过程中，不是用考试分数能够评价的，需要父母

老师锲而不舍的长期坚持。

3.1.3严格行为规范，唤醒集体意识

校园文明建设是一个软监督，行为规范是学校文化工程建

设的主要内涵之一，是校园建立良性道德规范的主要催化剂。

校园要建立全校动员，共管齐抓，“校园以我为荣，校荣我也

荣，我与校园共荣”的氛围。在教育管理上，学校应致力建立

优质高效、社会责任感强的领导干部和教师队伍，借助运用现

代信息化平台，对中职生每日的学业和日常行为加以规范与严

格，并通过把规范行为量化成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档案材料，

从而成为中职生就业推荐的一个关键指标。在学校层面，培养

及不断强化中职生的良好行为习惯；在班级层面，合理利用班

会、早晚自习教育学生，从而唤醒他们的集体意识。

3.1.4倡导生命教育，唤醒健康意识

教育是为生命奠基的，教育是为生命而存在的。教育首先

是让生命更加阳光更加健康。因以教师在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

时，更应是根据生命中的实际问题来开展相应的教育，可利用

清明祭扫等纪念活动、参与生命安全知识讲座、参加生命社区

实践（养老院义工服务、学生志愿者进社区）、举办以生命教

育为主体的班团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生命观，帮助学生学会保护自己和他人人身安全，以达到唤

醒健康观的教育目的。

3.1.5刺激沉睡潜能，唤醒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

人的创新意识要求越来越高，已成为目前社会人才必备的素质

之一。在三全育人的视域下如何唤醒学生创新意识、培育学生

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亦是每个教育工作者所肩

负的重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在教育教学方法上需要不

断完善，创设不同的教学情境，在拓宽学习的空间的基础上改

进教学方法，大胆走出教材，让课内长骨、课外长肉，不断刺

激、不断唤醒学生潜在的创新意识。另外，兴趣是创新的源泉、

思维的动力，是学习者内在的“激素”，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激

发学生创新的兴趣，增强思维的内在动力，解决学生创新思维

的动机问题。刺激沉睡潜能，唤醒创新意识需要充分尊重学生

在课堂上的民主自由权利。教师需要在教学环境中形成一种自

由、民主的秩序，使学生在这种秩序中学习，按照自己的意图

和计划行事，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要做到带着学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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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知识，而不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

3.2唤醒教育也是一种艺术

苏霍姆林斯基《幸福·理想·宗教》一文中提出来的：教育

是科学，是因为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一定的普遍性、普

适性的。教育又是艺术，是因为艺术是超常规的，是个性化的。

教育艺术的复杂性、艰巨性、创造性，就是要“善于感觉到一

个人身上那种纯属个性的东西”。因此唤醒教育也是一门艺术，

要求老师理解学生、剖析学生、贴近学生、关爱学生，用满腔

的爱心去唤醒学生“沉睡的灵魂”，关注学生的每一个进步，看

到学生的闪光处，用爱去寻回学生的信心与尊严，用爱去弥补

学生心理的鸿沟，用爱去消解学生情感的阻碍。只有这样，才

能使中职生打开心扉，乐于接受我们的教育。给学生一个赞许

的目光，给学生一个信任的笑容，唤醒学生沉睡已久的意志与

潜力，唤醒学生人类天性中最美好、最灵性的东西。

3.2.1培养感恩习惯，唤醒感恩心

学生连什么是“恩”都不知道，怎么去感恩呢？因此我们先

要告诉学生：给予你生命、陪伴你成长、教授你知识、困难的

时候给你帮助、快乐时与你分享、教会你工作技能，带着你一

起成长、不求回报地付出、用生命为你鼓掌……这些，都是你

人生路上的“恩”。给每个学生们列出一个名单，并写出他们

最感恩的人；然后再让每个学生们写下感激他的理由；最后，

让每个学生写下最近向名单中的人致谢的日期、行为。因为感

恩也需要表现，感恩有助于融洽关系，所以感恩也应当作为中

职生一个很主要的生活态度。学校应该规定学生每学期给家

长、老师、长辈写一封感恩书信，从中职生爱家长、敬教师、

尊长辈的“感恩教育”过程中，逐步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自立

意志，唤醒学生的感恩心。

3.2.2笑对学生，唤醒自信心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曾讲过：人类最本能的欲望

便是想要获得赞美，赞美能够让人克服自卑心理，从而赢得自

信。大部分中职生有强烈的自卑心理，也具有更为强烈的自尊，

他们更需要被尊重被理解。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一定要

重视方式、方法，保护好这些学生的自尊，多给他们掌声和鼓

励，引导他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和生活。另外，教师

也要协助学生找出自身的优点，正视自身的缺陷，学会正确的

评估自我，使学生学会扬长避短，明白勤能补拙。教师要给每

个学生创造机会条件，引导他们大胆展示自己，不要放弃任何

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通过在各种活动中不断展示自我，提高

自信心，让学生看到未来，看到希望，努力学习，全面发展，

不断唤醒他们的自信心。

3.2.3发挥“榜样”的力量，唤醒自律心

老师必须要真心的尊重，真诚的关爱每一位学生。在生活

上关注他们，在学业上支持他们，平时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

多与学生沟通交流，融入到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让孩子们感

受到你的关注和关心。我们在教学管理工作上应该好好运用心

理学里面的“从众”心理，在校园、在班级建立优秀典范，加大

学校素质教育推广力量，同时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介，积

极寻找学生群体喜爱的明星，偶像身上的优秀品质，为学生们

提供好榜样。当然也应该经常树立几个反面的案例，但注重案

例选择的谨慎性和代表性，让学生进行自我对比，主动总结，

不断唤醒学生的自律心。

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这种刻板的教育模式下，中职德育

的人文性并没有得到真正重视，而德育教育也慢慢失去了它真

正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目前社会三全育人的视域下对中职学

生的德育教育，不仅应当指向学生的生理发展与对社会的需

求，更应当指向学生的生命本身的人性、人格的发展。在唤醒

教育理论的指引下，中职德育应该是唤醒每个学生内心深处的

自主意识，从而唤起每个学生的本质、潜力，促进学生自我精

神世界的建构和完善。当前，中职学生的学习意识和职业伦理

意识淡薄，而唤醒教育也是提升中职学生学习意识和职业伦理

教学水准的应有之举，唯有将唤醒教育切实运用到日常德育教

育工作当中，才能发挥他本质的作用，对于完善中职德育起到

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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