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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t-figurative culture era, and requires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own quality 

and adopt diversified working strategies. Improvement methods include active learning of network application,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students' major knowledge and so on. Summarize and disseminate work experience through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Write papers or undertake project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Work strategies include peer 

case guidance, introduction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celebrities, learning from nearby examples, innovation in 

student cadre work, and behavior therapy management of students who violate discipline. 

Keywords: Post-figurative culture,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working strateg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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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后喻文化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的特点，要求高职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素质，采用多样化工作策略。提

升方式包括主动学习网络应用、各种学科、学生专业等知识；通过课程建设来总结、传播工作经验；撰写论文

或承担课题提升工作绩效。工作策略包括同龄人案例引导、名人成功经验介绍、学习身边的榜样、创新学生干

部工作，及行为疗法管理违纪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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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文化传递方式划

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其中后喻文化

是长辈向晚辈学习，由晚辈将知识文化传递给长辈的

文化传递方式。随着信息科技的极速发展，当代大学

生与父辈、祖辈之间的“文化反哺”现象非常普遍，

当今社会的后喻文化时代特征便凸显出来
[1]
。 

当今时代，网络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环境中的必须

组成部分，获取信息的便捷使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

职能逐渐弱化，教学相长的现象更趋普遍，“文化反

哺”不只出现在家庭中的晚辈和长辈之间，同样出现

在校园内的师生之间
[2]
。特别是在大学阶段，高校教

师面对已基本具备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的大学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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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知识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教师个人的魅力、对知

识运用的方法、对待学生的态度等，无不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学生“三观”的形成和他们对待学业的态度。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接

纳的学生群体大多属于同龄群体中学习成绩较落后

的，他们因为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更多挫败，形成了

逆反学习的心理习惯；而当今时代物质条件的极大改

善，又使他们缺乏抗挫能力的锻炼；同时因为受到的

关注偏少，他们更多选择网络虚拟世界来填补空虚，

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严重的会导致价值观混乱
[3]
。

总之，高职学生的心智成熟程度不够理想。 

2.时代要求高职教师能够自我提升 

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

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任务。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发布之年，正是

“00 后”开始成为大学生主体之时，新一代高职学

生对教师的需求有增无减。对于大多数高职学生来

说，高职教师是他们在校期间以及未来人生路途中，

能够接触到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群体，高职教师们

的人格、心态、言语、行为等都非常容易且深远地影

响学生。《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到，要“建成一支师德高尚、

技艺精湛、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双师型’

教师队伍”，说明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而富有

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知识性的工作，需要高职

教师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素质，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成

才的需要。 

2.1以身示范学习各种知识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需先准备一桶水，良好的

综合素质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 

首先，高职教师应主动接触网络，熟练应用教学

App、微信、小程序、QQ 群等工具，一方面，高职教

师可以利用这些途径撰写或转发一些学习资料，及时

评价、回复或点赞学生发布的言论，积极占领校园网

络阵地，对高职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进行及时

有效的掌握和引导；另一方面，通过网络和学生交流，

既可避免直接面对可能产生的尴尬，又有利于高职教

师耐下心来倾听学生的问题，弥补因课时限制导致师

生接触时间有限的情况。例如高职各专业普遍采用

“2+1”的人才培养模式，QQ 群、蘑菇钉等工具非常

适合第三年实习阶段的教学开展，可以及时地上情下

达、下情上报，还便于为学生传递招聘信息。 

其次，课程思政已成为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广大

高职教师已热情参与其中，这就要求老师们不但能讲

好学科内容，同时也要做好学生的良师、益友、伯乐、

领导者、设计师、协调员、塑造者等多种角色，他们

的政治素质、精神境界、学识水平、文明修养会直接

影响到高职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所

以思政、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

就业指导，以及对文艺作品的鉴赏等知识都是高职教

师需要广泛涉猎的。 

最后，高职教师还应主动多了解所教学生的其他

专业知识，因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一定是能够将

任教课程与学生的专业充分结合的，他们希望老师可

以对课程内容进行实践联系，以便学生可以了解所学

知识的用武之地。对所教学生的专业、行业有一定的

了解，还能够更有效地向学生传递职业发展情况，帮

助学生做好学涯、职涯等生涯规划。高职层次对学生

知识掌握程度的要求是“必需、够用”，所以高职教

师对一些必要知识的了解具备现实可行性。 

2.2 课程建设利于总结传播 

高职教师在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中，总结教学实

践经验，可以将自己的相关学科知识更加系统化，既

有利于自身教学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优秀教学经验

的传播。 

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发学生兴趣是开展教学实践

的关键，这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高职学生学

习自觉性较差，网络使用中娱乐所占比例较高，高职

教师不妨结合授课内容，向学生推荐好的游戏或者影

视作品，主动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课程导入的

目的。学生可以从优秀的游戏设计或文艺作品中，感

受到单纯说教难以表达的思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还可以在讨论中向学生传达教师自己的理解，进

行有针对性地教育引导。例如动画电影《霍顿与无名

氏》，能在细节之处表达热爱生命、信任朋友、信守

承诺、子女教育、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宽容敌人等重

大命题；游戏“生死关头谁先走？”
[4]
引导学生发现

自己和他人的价值，思考人权、平等的真正意义，危

急时刻如何从大处着眼做出选择和决策，辩证分析问

题的方法，以及在辩论中既诚恳表达自己的想法，又

能有效倾听，还能够说服他人的技巧。这些都是开展

课程思政的良好素材。 

成功的教学效果能够实现学生取得进步，同时也

能够提升授课教师的信心，会更加促进师生在课堂上

的良性互动，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会使越来越多的学

生受益。 

2.3 论文、课题促进工作改善 

教学工作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供教师相互借

鉴、相互促进提高，高职教师需要用论文发表或承担

课题的方式进行总结、反思，并提升自己的职业绩效。

研究的过程同样可以与对学生的引导结合起来，例如

由学生参与协助开展调查研究，从问卷设计、调查开

展，到数据分析、结论总结等工作，高职教师可以通

过对学生进行全程引导，教师收获学术成果，学生也

会在参与、了解的基础上对研究工作产生一定的兴

趣，有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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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重于言传，高职教师以身示范，在主动学习、

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情绪，和在收获知识或

研究成果时表达出来的喜悦，都可以感染学生，使学

生了解学习和研究虽有枯燥，但努力之后获得好的结

果，能够满足人“自我实现”这个最高层次的需要。

这对于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氛围多有助益。 

3.多样化工作策略积极引导学生 

教师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全方位地带给

学生良好的影响，但传统的授课方式只能满足知识和

技能的传授，不能满足青年学生奔放跳跃的多样需

求，这就要求教师能够采取更多样化的引导策略。 

3.1用同龄人案例感染学生 

在学业、就业，甚至生活、情感等问题上，同龄

人的事例对高职学生最具有借鉴意义，因此，高职教

师采用案例引导式的学生思想工作方法，往往效果更

佳。例如在学生萌发退学念头，或后悔选错专业等情

况出现的时候，往届学生中对专业不满曾想退学，又

在家人劝说下恢复学业，后来对口就业的案例，或放

弃学业而发展受限的案例，可以提醒学生如何做出对

自己和家人负责的选择；当学生就业受挫，怀疑社会

不公的时候，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社会家庭背景相

似，而工作成绩不同的学生案例，可以使学生意识到

自身能力、素质、情商才是成功的关键，从而起到勉

励学生奋发图强，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作用；高职

学生年轻气盛，遇事易急躁，自我中心不懂谦让，一

名心态端正、办事公正、同学信任的学生，在名额紧

张主动放弃申请助学金后，却因为出色的学生干部工

作获得了额外资助，她平静的一句话“这也就是所谓

的好人有好报吧！”能够向后来的学生们传递无尽的

正能量。 

3.2名人轶事指引成长方向 

高职教师通过关注社会热点，了解文化现象，借

名人的社会影响力，宣传主流文化认可的价值观，更

易于学生接受，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水平。例如文体

明星、企业家的成功故事，有教养、有风度社会名流

的思想、做派，甚至深入人心的文学作品中主要角色

的亮点描述，都是学生可以模仿的对象。例如“魔术

活字典”刘谦并不是“天才”，他的成功是有准备和

可以借鉴的，是兴趣爱好、刻苦锻炼、博览群书、多

学科融会贯通，以及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敬业精神成就

了他；在英国，凯特与威廉王子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

令人艳羡，与早逝的戴安娜王妃相比，她是一个更有

才华、更加智慧、更懂得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的

优秀女人，是每一位女性应该学习的榜样；职场强人

杜拉拉说：“一个人一生吃的苦是个常数。如果当学

生时、年轻时不吃苦，以后有的是苦头吃。如果现在

努力刻苦，不怕吃苦，以后会过得很幸福。” 

 

3.3 身边榜样引发比学赶超 

榜样的示范作用力量巨大，尤其是身边的榜样，

周围环境中的良好风尚，往往对个人产生深远的影

响。找到优秀学生各不相同的长处，树立各种典型，

使同学们了解他们的做法，并学习运用到自己的生涯

中，比学赶超的大环境能够整体提高学生素质。例如

对享受助学金学生的自强案例进行提炼传播，使身残

志坚珍惜求学机会、打工减轻贫困家庭负担、兼顾家

中老幼坚持上学、学业与学生干部工作双优秀等突出

事迹，有机会影响更多学生，让大家懂得感恩、树立

责任感、珍惜已拥有的，学会要想获得希望拥有的东

西，就需要付之于实际行动，做关怀他人、服务社会、

忠于祖国、道德高尚的有用之才。另外，高职教师平

时为人处事以身作则，面对困境心态积极，乐观向上

有求知欲，同样可以成为学生们身边的榜样。 

3.4 积极拓展创新班委职能 

班委一般由较优秀的学生担任，班委的工作一方

面可以服务老师和同学，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自身锻

炼。一个古板守旧的班委团体，与一个不断创新的班

委团体，营造出的班级气氛，带领同学们渡过的大学

校园生活，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高职教师应引导学

生干部既要用心去做日常工作，又要有创新意识，使

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他们的能力得到最

充分的施展和锻炼。例如授课教师接触最多的是学习

委员，一般是由认真负责、耐心细致、成绩较好的学

生担任，做到及时上传下达即算称职。如果授课教师

引导学习委员及时了解同学们的学习困难并反馈给

授课教师，还能积极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同学们的学习

积极性、提升学习效果，使大家在良性竞争的氛围中

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这就可以成为一位

优秀的学习委员了。另外，看似与教学工作无关的心

理健康委员，有的是性格开朗、有热情，像“开心果”

般的外向学生，有的是心细如发、体察入微的内向学

生，都可以通过发挥他们的性格特长，服务于同学们

的学习活动，他们或能及时发现同学中出现的学习困

难等心理问题，或能感染大家积极阳光地应对学业发

展。高职教师需要配合学生管理人员对学生干部的工

作积极性进行调动，使他们意识到为老师和同学们服

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同时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提

升，求学阶段不要吝惜付出，因为有付出才有收获，

重要的是自己得到了宝贵的人生财富。 

3.5 行为疗法改善问题行为 

违纪学生的教育引导也是高职教师日常工作的

组成部分，一点不经意的急躁就可能毁掉师生之间长

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因此“爱之深，责之切”不是

好的教育方式。运用“行为疗法”的理念，对违纪学

生实施适当的惩罚，可以起到消除违纪行为，建立良

好习惯的效果
[5]
。例如让违纪学生付出一定的体力劳

动，帮忙跑腿送材料、打扫教师办公室等；或是脑力

劳动，帮教师完成一些资料整理、文本录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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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算是对学生实施了劳动教育
[6]
。学生的收获首

先是劳动本身带来的，劳动使人快乐，使人有成就感；

其次学生的劳动使高职教师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他

们，体力劳动时的表现，或完成文本的质量，都反映

了学生的某些特点，有利于日后有针对性地教育引

导；最后，学生也因此更加了解老师的工作，从而更

加理解、体谅老师，促进师生感情的发展。 

4. 结语 

高职教师工作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的神圣工作，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欲铸人“魂”，必先铸己“魂”，在后喻文化的当今时

代，能否赢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在学生心目中形成

长期影响，需要高职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素养，积极将

课程建设和论文、课题等成果进行提炼总结，在主动

学习方面成为学生的榜样。同时，面对比自己更加适

应后喻文化且已经成年的这一代高职学生，高职教师

更应注重对身边的和经典的教育素材进行积累，在教

育实践中还要因材施教，多样化的工作策略才能有效

应对多样化的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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