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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高职教育有其自身

的特点和规律，为提高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培养更多的

适应社会需求的、具有高职特色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我们要

从一点一滴做起，构建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建立家庭、学校、企业三维

一体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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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职院校越来越担负着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

人才的重任，但是由于高职院校学生生源、课程设置、实训特色等特点，再加

上“90 后”学生成长在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多元化社会，具有不同于以往的

个性强、心理承受差、过分依赖等特点。如何针对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特点，

建立家庭、学校、企业三维一体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效性是本文的主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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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新
情况

1.1  高职教育的办学理念引起高职学生价值观的变化

高职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在教育类型、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教学、

服务面向等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基于这些特点，高职学生价值观产生变化，

主要表现为追求掌握技术，注重技能操作，不重视理论知识，轻视政治修养，

有强烈的效益意识等，高职学生比普通高等教育学生更期望成功，更希望能实

现个人价值。

1.2  高职教育学生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

高职院校学生具有高职教育本身的自卑失落感、学生生源复杂、渴望成功

等特点，还具有当代“90 后”大学生共同的时代特性。由于复杂经济、社会环

境的影响，他们不少来自单亲家庭，而且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承受父母家庭太

多的期望，他们具有理想信念淡化、价值取向功利化；合作意识差，缺乏集体

观念；诚信观念薄弱，道德标准低等特征。进入大学后，竞争环境更为激烈，

远离了父母的庇护，一时难以适应大学生活，由于自我调控能力差，心理素质

脆弱，容易精神空虚，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1.3  企业已成为影响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

高职院校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自觉地对接和服务于行业、企业，大胆探

索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沟通、融合的新途径，在实践层面上进行创新和拓展，

这是经济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高职院校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

如何使培养的学生符合企业的要求，适应企业的需要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面临

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顺应高职院校开放办学的形势，对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高技

能人才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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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清家庭、学校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掌握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性

2.1  家庭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成长，对高职院校加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挑战

家庭思想教育的好坏，往往对子女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个性心理品质起着重

大影响和制约，而这种影响很容易通过学生本人带入学校并通过自身的行为表

现影响其他对象，从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由于社

会的不良风气极大地影响着家庭思想教育，形成不良的家庭教育理念，特别有

些地方“不吃亏”教育理念根深蒂固，导致大学生争强好胜，乃至以自我为中心。

还有很多家庭奉行“非诚信”化教育，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能太老实”，孩子

将这种观念和思想带入高校以后，导致大学生不诚实现象与日俱增；还有部分

家庭尤其是高收入家庭对孩子道德教育的弱化，即只注重物质资助，不注重道

德教育，使孩子享乐思想抬头，优越感特别明显，处处以高傲姿态出现，经常

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不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当回事等等。所有这些，对高职

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和实施形成巨大的挑战，使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大打折扣。

2.2  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重技能轻思想政治教育，导致高

职教育的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不高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许多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他们过分强调以

掌握技术为目的，更注重学生实践环节，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训室、车间、

企业等实训基地，着重适应岗位职业能力提高。而学校教师很少重视学生

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严谨性，高职学生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很多

时候简单以“必需、够用”来对待，很少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和深度，

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技术过硬，政治素质薄弱，缺乏责任心及责任感不强。

因此，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实践教学中心，对如何促进高职思想道德教

育的深化，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学生培养成为技能性人才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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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导向作用。

2.3  企业偏重于高职学生技能的需求，影响高职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力度

在招聘过程中，企业更多强调学生的操作能力，忽视了思想政治素质的

考察，明显感到技术性高、操作能力强的大学生，往往能够找到比较理想的

工作，给很多学生造成了错觉，认为只要掌握技术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对于

高职院校而言，为了培养更多适合企业需求的技术性人才，许多高职院校更

注重强化高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采取譬如“1.5+1.5”或者“2+1”教学、

项目化实训、校中厂等教学模式，学生实习实训的实践性占教学计划重要部

分。这样一来，就无法对高职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

教育的力度也明显不足，教育的效果也凸现不出，从长远出发，势必会影响

到学生的职业发展。

3  构建家庭、学校、企业三维一体思想政治教育
体系，优化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1  优化大学生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家庭的高度的教育学素养，

那么不管教师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满的效果。”实际上，家庭环境是

不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左右的，但高校可充分发挥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对

家庭环境中的一些可人为调控的因素进行引导，力所能及的优化学生成长的家

庭环境。虽然当代学生家长的文化层次在不断提高，但真正重视家庭教育、掌

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的家长还是少数，高校对此应该做深入的调查，了解本

校学生家长的素质结构、层次，研究提高家长教育意识、教育能力的途径。学

校可以通过电话访问，邮件、教育咨询等方式交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

让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掌握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与方法，逐步提高

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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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坚持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为先的理念，培养高技能、

高素养的综合型人才

高职教育要始终坚持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为核心，以提高专业理论知识为

重点，坚持做到“一同等，二提高，三负责”。“一同等”即在教学、工作、

生活、管理、思想教育等一样同等对待；“二提高”是指对学生学习情况，思

想状况由不管或少管转为多管和细管，要关心其学习，要关心其思想进步，提

高其思想道德品质；“三负责”即对学生本人负责，对学生家长负责，对社会

负责。以往我们常把高职学生的考核目标定位在拿到“文凭”，教师只注重业

务课程教育，不管学生思想，不管纪律，不管道德，更不管生活。此外，我们

必须正确处理好教育中的“核心”与“重点”的关系，要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

能力特点，结合专业培养方向，以提高政治素养为核心，重点培养实践技能，

努力发展自己长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使自己成为技能型的应用

人才，才能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3.3  引进企业职业道德教育功能，强化高职学生的价值观教育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根据高职实践性的特点进行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

从教学中心渗透到实践实习的各个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范围从校内向企业延伸，

在实践活动中开展教育，以提高教育的效果。可以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

措施，邀请更多的企业人士进入课堂，或者促使学生走向企业，加强学生职业道

德和职业情感的培养，教育学生爱自己的专业，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既不好

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做到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要组织学生学习以“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

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学生做一位称职的劳动者，既要有良好职业道德，

还要有专业技术的本领，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3.4  积极构建家庭、学校和企业互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环境

“家庭—学校—企业”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有助于形成浓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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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和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效果。在具体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家庭要发挥主体作用，企业

要发挥导向作用，学校在企业—家庭两者之间起到桥梁沟通作用，充分认识调

动家庭、企业积极参与和协助的重要性，要正确地引导家庭、企业参与学校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使家庭、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企业职业教育的有

机结合，充分发挥三者的巨大潜力，从而促进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和谐统一。

总而言之，加强职业院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实效，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学校教育工作

的首要任务，也是家庭、社会各界的共同任务，需要社会各个元素持续努力形

成合力，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品学兼优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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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ng To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long-term and complex work,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rain more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have both morality and ability, we should start from step by step. Build a n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twork,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families,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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