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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发展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 
◆杨晏鑫  张晓燕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对高职学生发展能力现状调研，发现当前高职学生综合
素质普遍处于良好水平，在身心健康能力、自我学习能力、科学方法能
力、社会活动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职场规划能力等 6 个方面自我感觉
较强，但是认为自我教育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一般。 后从学生个体层
面、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提出改善高职学生发展能力的对策合建议。 
关键词：高职学生；发展现状；提升策略 

 
 

一、引言 
经过 40 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蓬勃

的发展。但是当前过渡的招生规模扩张等诸多因素导致高职院校
生源质量下降。高职学生自我约束力较差、自我管理的意识淡薄，
并且，当前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因此，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本研究立足于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目标，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构建了高职学生发展评价方法，
针对当前高职学生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出改善高职学生发
展的对策和建议。 

二、调研设计 
1.调查问卷设计 
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在老师指导下设计调研问

卷。问卷的第一部分是被调研者个人基本信息共 7 项。第二部分
是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共 10 项。第三部分是身心健康能力方面共
8 项。第四部分是文化知识方面共 5 项。第五部分是专业技能方
面共 4 项。第六部分是社会实践方面共 4 项。第七部分是各项综
合能力包括身心健康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学方法能力，社会
活动能力，专业技术能力，职场规划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自主
创新能力共 8 项。 

2．调研实施及样本概况 
由于时间紧张和地理位置的局限性等因素影响，本次调研采

取整群抽样的方式，根据院系专业背景不同，在本校 6 个学院以
班级为单位抽取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共 500 名学生。共发放
508 份问卷。回收 500 份，回收率达 98%。 

调研样本中男性高职学生 252 人占比 50.4%,女性高职学生
248 人占比 49.60%。大一学生 116 人占比 23.15%，大二学生 133
人占比 26.55%，大三学生 188 人占比 37.52%。其中担任班委的
学生 257 人占比 51.5%，不担任班委的学生 243 人占比 48.5%。
绝大多数学生对所学专业感兴趣。由 32%的学生曾获得过校级以
上的荣誉。 

三、高职学生发展现状调研分析 
1.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我们对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身心健康素质、文化知识、

专业技能和社会实践五项来分析调研数据，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测
量， 后得到各部分平均值情况如下：思想政治素质（4.00）、
身心健康素质（4.03）、文化知识（3.98）、专业技能（3.91）和
社会实践（3.99）。其中身心健康素质排名第一，思想政治素质
排名第二，社会实践排名第三，文化知识排名第四，专业技能排
名第五。 

 
 
 
 
 
 
 
 
 
 
 
 
 

2.高职学生综合能力评价 
通过对高职学生综合能力自我评价调研发现，大多数学生认

为自己的身心健康能力、自我学习能力、科学方法能力、社会活
动能力、专业技术能力、职场规划能力均较强，但是认为自我教
育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一般。具体情况如上图所示。 

3.调研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调研发现高职学校学生发展现状具有以下六

个特点：（1）高职学生的父母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受家庭因素影
响，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弱。（2）高职学生身心健康能力较强，基
本上可以树立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健康意识，保持良好的精
神面貌和学习状态，为人处世开朗乐观。（3）思想政治素质能力
有待管理，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容易形成
跟风。（4）社会实践能力中等，缺少主动性和积极性。（5）文化
知识储备方面较弱，不爱学习，对于学校分配的任务不能按质按
量的完成。（6）专业技能弱，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对于相关专业技
能活动与培训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四、高职学生改善发展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1.个体层面对策 
首先，高职学生要发现自身问题，在调研中发现高职学生在

校不愿意提升自我，追求享乐主义，能够按质按量完成学校的教
学任务的学生少，缺乏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未来迷茫，没有
一个很好的人生定位，对于自己的专业技能不足，以混日子的心
态度过大学时光。其次，高职学生要看准市场，对自己要有正确
的认识，要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合理地利用时间，要提高自己
专业知识和文化知识，找准自己职业定位。 后，高职学生要合
理规划，应该要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并提前进行规划，树立与
时俱进的思想意识，同时，也要不断学习，敢于去拼，脚踏实地
做好每件事情。 

2.学校层面对策 
第一，高职院校要创新教学模式，从而实现高职学生专业技

能和知识技能双优。根据学校自身情况，根据市场需要设立热门
专业，构建民主，成熟的办学体系。第二，要建立教育部门管理
和行业部门双标准的高等职业教育双重管理体制。第三，打造优
秀的师资队伍，倡导‘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树立良好的教风。
第四，学校要提供舒适的教学硬环境与文化软环境，订单式培养
中质量要高于数量。 

2.社会层面对策 
一方面社会用人单位要与学生个人之间双向选择，另一方面

也需要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重视。社会用人单位和学校要相互合作
与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提高高职学生的质量，学生才能更好地
投入到岗位中，提高就业满意度。另一方面，社会用人单位应该
确立严格的双标政策，也就是技能知识和文化知识应该齐头并
进，让高职学生意识到当今社会是残酷，迫使他们慢慢正视自身
存在的问题，进而才会寻找办法解决问题。 后，政府层面也应
该增加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在质量工程和成果奖评审方
面，增加高职院校的指标，让高职教育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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