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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职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

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量的技术、服务型人才。目前，大部分教

师进行职校学生的管理工作时，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往往采取了许多方
式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得出职校学生难管理的结论。为此，就

需要对中职学生管理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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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始终将培养技能型人才作为办学的宗旨，在教育领
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日常的管理中，中职学校还存
在着很多的弊端，比如学生教育和就业方面的问题，直接制约了
中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中职还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尤其是
在学生的教育管理上面，学生素质差，学习能力不足，个性有缺
陷等问题困扰着中职教育的发展。中职学生现状分析 主要存在
如下几方面原因。 

一、学习能力差，学习主动性不够  
现在中职学生大都文化基础普遍比较低，他们在学习方法、

学习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进入中职校园后，由于
基础薄弱，对某些课程难以理解，学习压力比较大，但是又不能
改变现在的学习现状，产生厌学的心里。与此同时，他们会成为
老师批评的对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对老师缺乏信任感的亲切
感。对于社会不良风气，容易产生哥们义气，常常因为一点小事
就大打出手，酿成团伙行为。  

二、职校学生个性和心理发展不够成熟 
中职教育在于培养技能型人才，但是文凭偏低，有的学生看

重的是个人的利益，觉得自己学到了技能知识已经很不错，但是
由于文化程度偏低，害怕走向社会遭人冷落，非常不自信；另一
个方面职校学生有着敏感的自尊，心胸狭窄，加之文化程度比较
低，心理存在许多问题，容易产生校园暴力事件。  

三、职校对学生管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很多人认为中职学校培养不出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加上

老师的文化水平也比较低，在教育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让外界
对中职学校有了一个最低端的认识。学校教育管理理念比较落
后，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同时中职学校的师资
力量有所欠缺，管理比较混乱，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困难。  

就上述职校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现实情况，加强中职学生教育
管理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职校教师要加强思想道德管理。 
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上思想道德教育比文化知识教育重要。职

校教师只有纯理论的教育是不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学生

才会真正领会文化知识。中职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从实际出
发，比如就业问题、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增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明确自己的主体意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从精神境界的层面去培养学生的思想道
德，加强他们的基本素质建设。  

其次，职校教师要加强纪律教育管理。  
职校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产生了厌学的心里，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职教育主要以考试分数来作为评定学生的标准，学生们很
少得到老师的赞同和肯定。所以学校必须要重塑学生们的信心，
帮助他们设计美好的未来，要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
后就是要加强学生守纪习惯的培养，让学生感受到纪律的重要性
并愿意去遵守。  

再次，树立“以生为本”思想。 
解决符合学生需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转变教师的管理

思想，不能够被传统的管理模式所束缚。教师在管理过程中要以
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管理的重点和服务的重点，从学生出发，
了解学生所想，采用学生所需要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才能够更
好的进行班级管理。在进行管理过程中，要注意放权。可以让学
生们自主进行管理，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从而提高班级管理效率，拉近教师与学生距离。教师要改变学生
管理的工作模式，改变僵化的管理方式，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
老师进行管理监督，充分发挥学生在自我管理上的作用。教师创
新管理手段，实现差别式管理因为学校生源的心理状况不同，学
生素质层次不齐，所以统一进行管理肯定不能够满足部分学生的
需求。教师要创新管理的手段，针对不同学生采取差别式管理。 

四、总结  
总而言之，加强学生的教育管理是中职学校的重要任务。在

管理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本，重塑学生的自信心，加强思想道德
管理和纪律管理，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法，
加强学生的学习管理，设立阶段性的目标。通一系列的教学手段，
提高学生的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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