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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学校是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的关键场所，专业知识与职业素质并重。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当前中职学校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为此，本文在分析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探讨

中职德育教育者应持续探索改善的途径，提升德育效果，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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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re key places for cultivating skilled application talents, with equal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However, a key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s that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not ideal. To this e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that moral educato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improve-
ments, enhance the effect of moral education,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
tion,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18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18
https://www.hanspub.org/


陈静 
 

 

DOI: 10.12677/ve.2025.141018 127 职业教育发展 
 

Key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Moral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和国家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德育工作，2018 年，习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我们培养的人，必须坚持立德为先、修身

为本，具有大爱大德大情怀”[1]。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职院校作为我国培养专业技

术人才的一个主要阵地，必须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不断强化对学生自身综合素养以及思想道

德的培育。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班主任要不断开展德育教育工作，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促进中

职学校班主任德育工作，对中职学校班主任德育工作的困境进行反思，能够更好的适应新时代教育改革

的要求，不断促进教育改革的发展。 

2. 我国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德育课课堂教学效果有限 

2.1.1. 课堂设置不合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充分关注并掌握学习内容，才能将所学到的内容应用于生活实际，并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实际的中职课堂中，大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都是围绕着教学目标展开的，可能对

教学目标及教材的理解有些僵硬，部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缺乏取舍，照搬教材内容。另外，有部分

教师为了迎合学生，与学生进行大量生活日常的探讨，加上中职学生本身比较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

教学内容容易跑偏[2]。同时，有部分调皮的中职学生在一些亲和力较强的教师的课堂上会故意就一些与

教学目标关联性不强的教学内容展开争论，导致后续教学内容偏离教学目标。 

2.1.2. 课堂互动情况不理想，课堂氛围不积极 
有部分管理比较严格、学生有一定的向学心的班级，教师大多极力调动课堂氛围，与学生进行互动，

这种课堂一般有两种走向：一种是教师教得生动有趣，学生听得兴趣盎然，主动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中

来；另一种是教师能力有限，未能调动课堂气氛，学生的注意力稳定性有限，课堂氛围走向消极，教师

为互动而互动，课堂显得僵硬。 
部分班级整体学习氛围不太理想，这样的情况下课堂势必走向混乱。同时有部分教师依靠自己的威

严“镇压”住学生，试图以不断提问学生的方式唤起课堂的活力，但是效果不理想。总而言之，德育课

堂上活力不足，有的完全没有互动，有的为了互动而互动，积极有效的互动不是很充足。 

2.1.3. 课堂纪律不好 
有部分学生存在无理由的或理由不充分的上课迟到现象。还有部分在校上课时，偷偷玩手机。极少

部分学生会佯装交了手机然后在课堂上偷玩，同样不会真正沉入课堂中。另外，不管是交手机还是不交

手机的课堂，都或多或少存在和其他同学嬉笑打闹说小话的学生，这些行为对课堂干扰极强，屡教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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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导致课堂教学无法进行。 
课堂上还存在少部分学生随意走动的现象。极少部分学生没有遵守课堂纪律的意识，视课堂纪律如

无物，这样的行为势必会对课堂教学的进行造成冲击。课堂纪律不佳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教学效果难以

得到保障，学生的注意力被分散，教师权威同样受到挑战。 

2.2. 德育活动开展学生参与度不够 

德育活动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3]。一些学

者提出，如果学校教育能够充分地运用好教室内外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并主动挖掘出这些活动所蕴含

的道德价值，把它作为德育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就可以弥补传统的道德教育忽略学生主体地位的缺陷，

使它成为一种深受学生喜爱的道德教育方式，从而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但目前中职学校德育活动的开

展情况不太理想，学生不太能感受到德育活动的教育意义所在，不是非常热衷于参与德育活动。 

2.3. 德育评价模式比较单一 

从评价功能来看，德育评价的功能应该包括评判功能、诊断反馈功能、导向功能等。评判功能主要

是通过将学生的思想、行为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与某种标准进行比较，以确定其道德水平情况。对德育

教育进行评价，应该是判断课程目标或活动目标是否达成以及达成到何种程度，所运用的教学方式是否

合理有效，所选择的教学材料是否合适，然后根据评判结果来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而有的评价模

式只能够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从评价原则来看，对德育教育进行评价，要注重能力与知识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要评价学

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要评价学生对所掌握知识的运用能力和整个学习过程中思想觉悟的变化。

而现有评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这些评价原则，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 
德育课属于一门见效缓慢的课程，而且最后的结果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目前的评价方式很难

对学生的实际行为和个性的变化进行评判，评价的模式比较单一化，它的引导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评价的意义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2.4. 家庭、社会与学校德育协同性不足 

学生生活的环境可以分为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三个部分，而对学生进行的道德教育以学

校道德教育为主，家庭道德和社会道德与学校道德教育之间缺少相互配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于私

有制和商品经济，学生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拜金主义的影响，他们对金钱更加重视，再加上全球化的

趋势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让他们面临着多种文化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道德面貌也受到了

影响。 
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无所不在的，立德树人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应该涵盖课堂之外和校园内

外。学校德育在学校、家庭与社会各德育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家庭德育及社会德育的主体性并

不理想，从整体上来看，学校德育相对较弱、参差不齐、不确定因素较多，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存在

着缺位、缺失、畸轻畸重等问题。 

3. 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开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3.1. 社会环境变化对中职德育的负面影响 

中职学生相较于普高学生，因学业、专业的开放性，更早与社会接触，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劳而

获等不良风气更容易影响判断力差、精神空虚的中职学生，影响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少部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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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把教育作为谋利手段、不安心于教育教学工作、违反教学纪律敷衍了事、缺乏奉献精神、甚至违法

违纪等师德失范现象，不能为人师表不能身正为范。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对学校的德育工作和对学生

品的思想德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学校必须构筑起一道坚固的思想防线，一方面要加强对所有

老师的师德师风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从而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行为，这是我

们所有的教育者都要为此而努力的。 

3.2. 学校环境对德育工作开展的影响 

3.2.1. 教师专业化程度不够 
德育教育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德育教师需要借助这些知识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这要求德育教师在知识储备足够大的情况下灵活运用这些知识，要达到灵

活运用的程度，要求这些知识源于自身。对大部分德育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而言，他们在与学生的答

疑解惑过程中大多是以个人经验为基准，很少体现教师的博学与深厚的积累。在现有网络环境下，信息

共享，教师可以较容易在网络上找到所需要的知识，但是在自身知识储备不够的情况下，教师只能对临

时从外界搜寻来的知识进行机械组合，缺乏真实感与说服力。如此，教师很难起到模范作用，学生很难

对德育教师产生孺慕之情，不会过于信任德育课堂。 
在现有的德育课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还是采用讲授法，辅之以提问法、演示法和练习法等，教师

讲学生听，教师主导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学生的主体作用往往被忽略。另外，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大

多根据学校要求简单地采用笔试的考核方式，德育评价的教育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3.2.2. 德育内容不能适应学生实际需求 
对于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文化底蕴比较弱，对学习的兴趣也比较小，因此，对于纯粹

的理论知识，老师们都是死记硬背，忽略了学生的专业，道德教育课程的教材脱离了学生的生活，这就

会导致他们对道德教育课堂的重视程度和容忍度都比较低。 
再加上现在网络普及，信息传播极为便捷，中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关注很多更为刺激、有趣的内容，

仅仅依靠德育课材料上有限的事例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要将德育与生活结合起来，在与学生生活实际

相契合的活动中进行德育教育。而从目前中职学校开展的德育活动来看，做到这一点较为困难，要么有

教育无活动，要么有活动而教育意义略显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德育活动所起到的教育作用有限。 

3.3. 家庭教育对中职德育的影响 

3.3.1. 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 
中职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考中后段的学生，无法进入普通高中而选择中职学校，刚开始父母和孩子

一样，都是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然而中职学校学生的父母同社会大

众一样，对职业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 
有一部分中职学校的父母将孩子送往中职学校，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去处，不至于过早地踏入社会，

沾染上社会的一些坏习气。这样的父母，往往对孩子能在学校学到什么不抱很多期望，孩子同样能感受

到父母的态度，由此对学校的学习更为轻慢，不关注专业技能的学习也不关注德育教育。 

3.3.2. 父母的自觉性、示范性不强 
有部分家长素质不足，很多言行不当，自身也没有足够的意识注意并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长期下

来，孩子会习得这些不当的言行举止。学校其他同学会受到学生从家庭带来的错误观念和不良行为的影

响，学生在学校经由德育教育习得的良好品德会受到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而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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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溺爱型家长无条件满足孩子的要求，不管孩子的要求是否合理，这样的孩子容易以自我

为中心，不利于孩子的社会化。这种类型的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传递出的价值观会助长学生的

一些不良品行，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发展。 

3.4. 中职学生主体对德育的影响 

3.4.1. 中职学生自身的局限性 
由于高中扩招生源减少，中职学校为保证招生数量，准入门槛一降再降，导致了生源整体素质的降

低，“问题学生”占比较多。具体表现为不思学习、考试作弊严重，上课迟到早退、旷课频发，早恋现象

普遍，抽烟屡禁不止，更有酗酒、打架斗殴、校园欺凌等常有发生。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心态消极，缺乏上进心，不能正确评价自我，自我管理不到位，缺乏自觉约束力。在懂得道德行为

准则前提下，易受外界诱因影响，易被不合理欲望和个人冲动支配。 
在成长发展的路上，中职学生自身所存在的主观原因既是其进步的阻力，也严重影响了班级和学校

的管理，使得学校德育工作极具复杂性和难度。 

3.4.2. 中职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中职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这一阶段不仅是思想品德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身心发展不平衡的时

期。这一阶段的他们生理发展非常迅速，但心理发展相对滞后。他们逆反心理严重，但同时又很脆弱。

他们自我意识强烈，但又意志薄弱，无法与失败抗衡，这种不平衡性和矛盾性使得对中职学生的德育工

作充满了挑战。 

4. 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开展的对策与建议 

4.1. 健全德育工作体系，提高教师综合素养 

校长、校委会成员作为学校一切教育、工作的决策者，要切实承担起开展学校德育的重任。学校领

导应当系统学习相关文件精神，提高认识，以德育为先，重视德育参与德育，并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德育

工作队伍专门从事教育和引导，更要在全校范围内努力营造德育为先的氛围。 
并且建立完善的德育工作体系，通过教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教学育人需要教师在传授学

科知识的同时，渗透政治理念和道德信念，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4]。而通过管理育人，需要各

部门树立育人意识，立足本职，开展贴合实际的德育工作。通过服务育人，不管是总务处、宿舍管理人

员还是餐厅服务人员，都要把育人思想转化为行动，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爱岗敬业的工作作风、全心

全意为师生服务的思想都是对学生最好的教育。 
教师要有主动学习的心态，不能让年龄与技术成为固步自封的理由。只有与时俱进，随时更新专业

知识，学习先进的教学新技术，才能融新资源、新技能入课堂，丰富课堂内容，以更好的教书育人。 

4.2. 联合家庭共同育德 

对现在的教育情况而言，教师主动去了解每一位家庭的情况较为困难，但是家长主动告知教师自己

家庭的基本情况及学生的基本情况则比较容易做到。另外，学校可以经常性地与家长就孩子在学校的整

体情况进行交谈，激发家长对孩子在校生活的关注关心，从而养成主动询问学生在学校的整体情况的习

惯[5]。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影响至深，为促进学生积极健康地成长，学校要帮助父母获得相关教育知识，

建立平等和谐的家庭环境。家庭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学生道德素质的养成，学校要密切加强和家庭的联

系，引导父母建立平等和谐的家庭环境，落实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促进孩子成长，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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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更恰当的心态迎接学校德育及其他方面的教育。 

4.3. 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职业目标和理想 

目前的中职学生往往是经历了一定的学业挫折后进入中职学校，他们不像普通教育的高中生，有较

为明显的阶段性目标——高考，显得较为迷惘。相较于普通高中生，他们认为能够进入大学的机会较为

渺茫，在当前环境下，很有一部分学生因此无所适从，认为未来没有希望。中职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

面和同层次普通高中生享有同样的机会，因此中职学生应端正心态，相信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和学校，相

信自己，在学习知识充实自己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在端正心态的前提下，中职学校的学生需树立正确的职业目标和人生理想。部分中职学生没有明确

的职业理想，一部分学生急于赚钱，选择为了微量的金钱而从事大量无意义的重复性劳动，而不是选择

在成长的黄金年纪来充实自己、丰满自己[6]；另有一部分学生无所事事，没有明确目标的指引，浑浑噩

噩，虚度光阴。因此中职学校的学生，应了解自己的专业前景，明确企业对劳动者的要求，树立正确的

职业理想，在职业理想的指引下不断奋进努力，弥补自身的不足。 

4.4. 学校与社会形成德育合力 

学校不是关上大门来办教育，学生也不是住在理想主义的国度里，要认识到社会大环境对学校德育、

学生品德的影响[7]。所以，打开学校的大门，与社会进行多方面的合作，拓宽德育渠道，增加学生参与

社会实践的机会，这对学生了解社会、了解自我，不断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是有利的。 
中职学校的道德教育资源既丰富又零散，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集中、整合，使其更多地参与到道德

教育中来。例如，以博物馆为依托，建立爱国教育基地，以社区为依托，建立家庭指导委员会，以福利

院、养老院、特殊教育中心为依托，建立志愿者服务基地，以行业协会为依托，建立技术指导委员会，等

等[8]。要按照规划，定期地进行活动，让其成为学校德育的有力补充。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引入社会力量，

形成道德教育的合力，才能真正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 

5.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教育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重任。当前，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对中等职业教育来说，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要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合

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应积极应对当前的形势，面对现实，追本溯源，走出一条切实有效的道德教育

途径，以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中职道德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中职道德教育所面临

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职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对中职学校道德教育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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