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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与学生工作协同育人的高职院校学风建设探究
周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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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学风建设要勇于打破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疏离大于协作的现状，探索两者相互融合，协同育人的模式，结

合院校实际，共同打造良好的学风，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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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in Teaching Work and 
Stud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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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break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work and student work alienation over cooperation， explore the mode of mutual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mbin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intly create a good style of stud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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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的好坏对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成效和教学质量的提
高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影响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校
风的形成。因此，加强高职院校的学风建设，要勇于打破教
学工作和学生工作相互独立的管理孤岛，使两者互相促进又
相辅相成，探索“教学 + 管理”一体化的育人模式，实现优
势互补，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一、高职院校学生学风建设的重要性
近年来，职业教育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于 2022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
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对
职业教育强调德技并修提出了明确要求，第四章第三十八条
规定：职业学校应当加强校风学风、师德师风建设，营造良
好学习环境，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
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将学风建设提
升到教书育人的本质要求和学校发展的立校之本、发展之魂
的层面来认识。可见，从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层面，都
对高职院校学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与此同时高
职院校又普遍存在着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目标不明确
等现象。因此，加强学风建设已成为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的重
要课题之一和内涵式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国内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现状
目前，国内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学风建设的局面是值得肯定

的，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对学风建设的研究主要还集中
于良好班风的培养、形成的基本策略及其功能的某一方面，采
用的视角常常是片面的，往往是由学管工作人员和辅导员在学
生管理的过程中来实施，且学风建设的方法多停留在任务的下
达和制度的执行，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缺少教育的职能，缺乏
生活化、情境化，导致采取的措施并没能完全发挥效用。

三、影响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因素分析
（一）社会层面客观因素的影响严重
近年来，高校扩招，使生源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

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给高职院校的生源
质量带来直接影响，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招生
数连年递增，使得高职院校的招生标准再一次降低；再加上
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等一些社会不良
倾向严重影响着学校文化氛围，让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和学
风建设面临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教育主体主观因素的制约严重
当前，高职院校的学风建设大多由辅导员来担当第一责

任人，任课教师、学生家长参与管理的意识远远不够，难以
形成教育合力，加之，个别辅导员重抓思想和生活，忽视对
学生学习的严格管理；少数任课教师缺乏教学艺术，不顾学
生感受、疏于课堂管理，导致教学脱节；部分家长对学生在
校的学习情况置若罔闻，漠然置之等现象，都给学风建设带
来一定的难度。另外，很多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存在盲目性，
因服从家长安排或分数不够被调剂到自己并不了解、不喜欢
或不适合的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因缺少知识基础导致学习困难，从而陷入消极、被动的学习
状态。

（三）学生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强烈
00 后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特点是思想活

跃，但主体意识强烈，合作意识薄弱；见多识广，但缺乏辨
别能力，情绪容易偏激；自信张扬，但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缺少约束性和自觉性，还有些同学将上大学作为一种生活形
式，进入大学后，安于享乐，不思进取，缺乏自我管理和学
业管理的意识，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四、高职院校教学工作与学生工作协同开展学风建设
的有效措施

（一）加大学风建设力度，建立领导小组
学校领导层面要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将其纳入学校的重

要工作中来。通过建立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学校教务处、学
生处等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学校学风建设的领导工作，
统一部署，分工明确，常抓不懈，形成长效的建设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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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学校的教育和管理要体现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
过程中需要从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需要出发，各院（系）
结合专业特点和学情实际，制定合理的学风培养方案、日常
管理制度，并与企业深度合作，为学校学风建设提供合理建
议，对接企业文化，使学校教育更加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未
来的工作情境相适应。

（二）构建学风建设体系，健全工作机制
积极探索学风建设的形式、途径和内容，打造学风建设

“一二三四五”体系。以推进学风建设，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作为学风建设的“一个核心”；以强化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
升育人意识和引导学生树立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动力，作为
学风建设的“二个目标”；通过构建学校、社会和家庭协同育
人的框架，凝聚学风建设的“三方合力”；通过校园环境育
人、思想教育育人、素养教育育人、榜样示范育人，探索学
风建设的”四大途径”；通过日常管理、课程教学、企业实
践、课外活动、网络教育，打造学风建设的“五个平台”。形
成“全员导学，全程督学，全方位促学”的育人机制，充分
发挥学风建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创建文明守纪、
乐学善思的优良学风。

（三）建立学风建设制度，提供制度保障
在学生日常管理过程中，结合学风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相

关制度。包括早晚自习制度、学生请销假制度、听查课制度、
学业预警制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学生干部工作细则、
班级管理制度实施细则、文明班级考核办法、宿舍管理细则、
优秀内务宿舍评选管理办法、结对帮扶制度；学院各级领导
干部参与学生工作制度、辅导员与任课教师联系制度、辅导
员与学生家长联系制度等，构建多角度、全方位的制度体系，
有效地加强学生遵章守纪和文明自律的意识，督促学生做到
知行合一，从根本上保障学风建设的实施。

（四）加强教师教风建设，带动学风建设
严谨教风是良好学风的关键，以教风带学风，一是要建

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切实增强教师的自律意识和
教书育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二是要加强教师的选聘和培养，
完善骨干教师责任制和教研活动常态化，不断提升教师的职
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三是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专业教
育与职业素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融通培
养，着力建设能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的课程体系；
在课堂教学改革中，转变教学方式，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创
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自我学习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推行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模式，考核
内容更加注重能力与综合素质评价，通过考核这个指挥棒促
动学风建设。四是要加强教学过程管理，要求教师严格落实
教学有关制度，加强课堂管理，提高课堂驾驭能力，强化课
外辅导工作，加强考核命题的管理和监控。五是完善激励与
约束机制，通过教学质量考核和优秀教师评比，调动广大教
师的积极性，对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反映比较强烈的教师实
行约谈，对发生教学事故的教师按照相关办法予以处理，引
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五）多方共建多措并举，推进学风建设
1. 辅导员作为学风建设的实施者，通过定期召开班委会

引导学生干部充分发挥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
用和朋辈影响力，自发带动班级学风建设；召开班会及时总
结期中、期末考试及日常学习情况，讨论班级学风存在的问
题和改善措施，引导学生严以律己，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
惯；对学习困难和考试不及格学生进行约谈和学业预警，及

时联系家长，与任课教师加强沟通，共同制定学习帮扶计划。
2. 教师作为学风建设的引导者，在指导学生专业学习和

理论联系实践的同时，重在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潜能。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开展课上小型比赛、经验分享等手段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习积极性；通过课程思政环节用
名人事迹和成长经历进行正面教育，树立学生刻苦读书实现
理想的信念；课堂上及时对学生学习态度和参与教学活动情
况进行评价，对表现突出和进步明显的学生给予表扬和加分，
营造比、学、敢、超的学习氛围；加强学情分析，对重点学
生与辅导员和班级干部协手进行帮扶和监督，做到因材施教、
因人而异，齐抓共管。

3. 院系作为学风建设的主要阵地，可以通过开展班级
“一对一结对子帮扶”、晚自习“重难点辅导”等活动，解决
学习困难学生的实际问题；还可挑选高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
作为助教，利用课后时间组织辅导班，各班成绩不及格或有
学习需求的学生可自愿报名参加，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绩；全面开展读书活动，并以班级为单位组织诵读和读书
分享活动，以年级为单位组织读书辩论赛、读书交流会、漂
流书箱等活动，让书香浸染学生心灵，让阅读引领学生成长；
以技能竞赛为引领，以赛促教，赛教融合，促进学生职业能
力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4. 团学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要满足广大师生
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各类文化交流、学术讲座和“高雅艺
术进校园”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科技、文娱、体育活动，把
德智体美劳教育有机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之中。开展“校园科
技文化艺术节”，深化学校的科技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现
才华和提高科学素质的平台；充分利用入学仪式、实习仪式、
毕业典礼等重要节点或国庆节、教师节、五四青年节、校庆
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及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创建文明
单位、精神文明特色项目为基础，指导各院系积极开展多种
形式的主题创新活动，形成“一院一品”的特色团学品牌效
应；发挥学生社团的引领作用，大力推进社团建设和活动开
展，作为专业课堂学习的有效延伸和补充；发挥学生典型示
范作用，通过宣传栏和微信公共平台等窗口对优秀毕业生，
大学生创业者、国家奖学金、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等学生典型进行大力宣传，树立学习榜样，激励学生不断进
取、自我提升，自我学习。

学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教学、管理各个环
节的协同配合和恰当衔接，各部门教职员工根据岗位职能，
自觉承担学风建设的相应责任，充分发挥自觉育人的积极性，
才能培育优良的学风校风，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工作落到
实处。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教管
结合的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研究与实践》成果，课题类别：省
规划办重点课题，课题编号：GZB1320144；黑龙江省教育科
学规划课题——《信息技术与高职职业素养课程深度融合的
探究与实践》成果，课题类别：省规划办重点课题，课题编
号：GZB1320145。

参考文献：
［1］马丽君 . 学生工作视角下对高职院校学风建设问题

的探究［J］. 职教论坛，2015（15）
［2］刘宾生，韩柏涛 . 本科教学管理与学生工作一体化

育人模式的研究和探索·［J］. 教育教学论谈，20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