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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unselors face to the students who did not form good learning habits. They want to build a positive 

learning climate. They should make oneself an example plays the role of model and guidance, and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Counselors themselves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y should 

make themselves to be students' "positive and important others". They should in guiding the work of both "point" and 

"face", and teach students to choose. To improvement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counselors should improve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create appropriate pressure, and create a whole atmosphere in class. In the process of 

active construction of style of study in vocational classes, students can self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benefits 

tea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can fully reflect. 

Keywords: Vocational counselors, vocational classes,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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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职教师面对未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高职学生，建设积极的班级学风，应以身作则起到榜样与引导的作用，着

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对学生的榜样与引导作用方面，本文论述了高职教师自身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做学生

的“积极重要他人”，引导学生学会选择，在引导工作中兼顾“面”、“点”几个方面。在提高学生学习动力方

面，本文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适当提高成绩压力、营造班级整体氛围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在高职班级积极

学风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自我管理和师生的教学相长。 

关键词：高职教师，高职班级，学风建设，课程思政 
 

1.前言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职院校的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而生源素质普遍不够理想，他们中

较大比例的学生没有较高的追求，对自己的生涯甚至

没有模糊的规划；他们安于现状、缺乏主见，对社会、

对时事漠不关心；他们没有在求学早期阶段形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阅读习惯，知识面窄，对资讯缺乏理智

的鉴别能力，一些同龄人喜闻乐见的经典文学、科幻

作品、名人传记等，却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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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师彼得·圣吉明确指出，从长远来看，组

织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是比对手更好更快的学习

能力
[1]
。那么高职教师面对班级这个高职学生在校阶

段主要的活动场所中，这样一批不爱学习的学生，如

何建设积极的学风，让学习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

为，是摆在高职教师面前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一

方面，高职教师应以身作则
[2]
，关爱学生，在学生的

学习上起到良好的榜样与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高职

教师应着力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 

2.高职教师应起到榜样与引导的作用 

高职教师是大多数高职学生在校园中，甚至日后

的生涯中，能接触到的整体素质较高的人群，对学生

的影响不仅局限在知识技能方面，在人格、行为方式、

社会交往等方面也会有非常深远且持久的影响。课程

思政作为课程改革的新热点，要求高职教师必须具备

思政理论、时事政治、心理教育、社会科学等方面的

相关知识，以及组织管理、课堂教学、生活指导、人

际沟通、社会热点解读、生涯规划指导等多方面的能

力。然而，高职教师的常规日常教学工作量是比较繁

重的，如果不善于从教学工作中归纳、总结，单纯应

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就已精疲力竭，很多高职教师在年

复一年的重复劳动中迎来送往一届又一届学生。如何

改变这样的现状，使高职教师们能够提升自身素质和

管理能力，在职称晋升时能够及时把握机遇？结合高

职班级积极学风建设，高职教师应以身作则、以自身

为榜样。 

2.1树立和牢固终身学习理念 

高职教师的自身发展和教学工作都需要终身学

习，在学习中与时俱进，才能适应一代代青年学生不

断变化的特点，才能不断自我成长。这要求高职教师

改变旧有的意识，积极参加各种培训、交流；主动开

展自学、实践；积极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和建设

工作；在教学工作中展开研究，将好的做法、经验系

统化、理论化；重视每一堂课，精心准备，将每一次

师生会面设计都成一堂堂生动的育人课。 

高职教师个人抱持着终身学习的理念，才能具备

宽口径的知识面，学生们才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自己的

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吸取知识的身影。老师愿意经常和

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研究成果，对学生感兴

趣的话题也可以及时给出有见地的评论，用个人的博

学多识，使学生有机会欣赏知识给人带来的魅力和力

量，体会到学习可以使人的生活更有品质和趣味。 

2.2成为学生的“积极重要他人”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对自己有重大影

响的“重要他人”，不计其数的人民教师充当了不计

其数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但各自充当的角色

却又大不相同，有的成为了打击学生自信的“消极重

要他人”，有的充当了学生感恩一辈子的“积极重要

他人”。高职学生在校期间会接触到几十位不同的高

职教师，老师们对学生的引导，既有知识、方法、技

能的直接教育，同样更有个人品格的感染
[3]
，老师们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

生们。因此，高职教师的个人魅力、行事风格都是教

育的素材，细节决定成败，高职教师具有正确的“三

观”，选择积极的方式引导学生，才能够成为学生成

长关键时期的“积极重要他人”。 

2.3 关键应引导学生学会选择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的资讯触手可

及，每个人都必须面对选择的困境，缺乏人生经验的

青年学生更是如此，高职学生在选择上产生的问题尤

为突出，不加筛选的娱乐方式占用了他们过多的时

间。因此，引导高职学生学会筛选信息的责任落在每

一名高职教师的身上。学会用关键词搜索所需信息、

阅读时把握重点、具备支撑鉴别力形成的基础知识，

是高职学生在求学阶段所需要掌握的。高职教师在其

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一方面是直接的经验分享，另外

还需要不断提醒学生提高意识，可以通过“试错”积

累经验，但应具备抽身离开的意志力，知识殿堂的璀

璨明珠同样可以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关键在于是否有

人引导他们涉足进去。 

2.4 教育引导应兼顾“面”与“点” 

高职教师在班级积极学风建设中，既可以通过结

合授课内容，对班级成员进行整体的教育引导，又需

要及时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个别关注、谈心谈话、

案例分享、生涯规划，指导他们做出适合自己的成长

计划
[4]
。高职生可以通过单独接触，对授课教师建立

起更高的信任感，产生情感的交流，教育引导的效果

也会随之大幅提升
[5]
。 

3.高职教师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 

高职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课上不做笔记、

作业靠摘与抄、平时不读课外书籍、考前集中突击的

现象非常普遍。因为学习的动力主要有三个来源：一

是学习主体的主观兴趣，二是学习成绩的外界压力，

三是所在集体的整体氛围。高职教师可以从这三个方

面展开引导工作： 

3.1 提升高职学生主观学习兴趣 

3.1.1 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学 

例如在难度较大的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因为专

业术语艰涩难懂而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的现象

时有出现，这需要授课教师及时把握学生的需求信

息，上课时尽量选择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解说，

参考生活中的实践事例，结合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

有助于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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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动推荐有益的网络资源 

网络已经成为了当代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占用

了他们的大量时间，高职教师除了引导他们学会选

择，还应给予直接的推荐，被老师们筛选过的兼具知

识性和趣味性的、有更多养分的资源，会占据学生的

网络时间，减少学生走弯路浪费掉的宝贵时间。在推

荐专业知识网络资源的同时，还可以推荐一些科普、

职业类相关的文章、书目、视频等，某些明星、导演、

企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公益事业家等公众人

物事迹，都可以成为促进学生形成完善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的媒介。 

3.1.3选拔优秀学生开展经验交流 

高职一般采用“2+1”学制，学生在校仅有 2 年

时间，2 个年级学生绝大多数是同龄人，成长过程具

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容易产生共鸣。每年新生入学后，

作为学生管理人员的高职教师应选拔二年级的优秀

学生作为辅导员助理，深入新生班级，在学习、生活

等各方面进行经验交流，形成对优良传统的“传帮

带”。涉及到学习方面的积极引导，在选拔辅导员助

理时，应优先选择学习成绩上游、知识面宽、对所学

专业有较客观认识，并能兼顾社会活动，做到了综合

成长的学生。 

3.1.4 定期反馈学习成效 

高职教师可以在授课班级内组织学习收获交流

活动，例如成果展示、成绩汇报、主题讲座等，使在

不同方面有学习兴趣的学生，有机会将自己的所学进

行整理，用自己的理解讲出自己的收获。这种活动既

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针对性、系统性，又可以提高学

习的效率，还有助于促进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使大家

的知识面都得到拓宽，从而发现更多的兴趣所在。在

班级内整体上营造一个开放、反思的学习氛围，使全

面提高同学们的知识素养成为班级成员的“共同愿

景”
[1]
。 

3.2适当提高学生的成绩压力 

3.2.1 制定相关的成绩考核制度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效果，需要通过考核成绩来体

现。传统的学业成绩主要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

构成，其中期末考试一张试卷的分数在总成绩中的占

比最大，这就容易导致考前突击的现象，不利于学生

建立持久的学习兴趣和习惯。因此应更加注重平时成

绩在总成绩中的体现，将回答问题、师生互动等课堂

表现，与作业完成情况、活动参与情况等，纳入平时

成绩考核之中，考核的具体方式应由授课教师与学生

在开课之初共同商讨，形成班级内部的管理制度，使

同学们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互相督促、共同成长。完

善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是束缚学生成长的枷锁，而是指

引学生合理规划、自我管理的有效途径。 

3.2.2 完善学生学习成绩考评体系 

高职学生在校期间的奖学金、评优评先等各项荣

誉都和学业成绩相关，也是学生管理人员每每需要付

出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完善成绩考评系

统，将与学生学习有关的期末考试成绩、职业证书考

取、自考科目通过进度、英语过级、计算机等级、科

技创新、第二课堂和学习型社团参与情况等项目纳入

考评体系，可以引导学生更全面地提升自己。 

3.2.3 同龄人案例分析 

多年的教学工作期间，高职教师必然能够收集大

量学生案例，例如学生因为成绩优劣不同导致毕业后

就业情况产生巨大差异的案例，是最有感染力和说服

力的教育素材，因为身边的例子最能使学生感同身

受。还有，一位学长因为成绩优秀、综合发展、人际

互动良好，而把握住了满意的工作机会，且对自己的

职业生涯能够明智地进行规划，正在一步步实现自己

的理想，这样的案例可以促使学生脚踏实地地把握自

己的学习机会；而一个虽因家人帮助勉强就业，但个

人能力所限不能满足岗位需要，被用人单位嫌弃、排

挤的案例，使学生们不再单纯“拼爹”，更深刻意识

到“知识技能才是硬道理”。 

3.3 班级积极学习氛围的营造 

要达到积极学习的目的，既要使班级中的每个学

生个体具有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又要使同学们之间形

成合作学习的组织，积极的班级学习氛围可以使其中

每一名成员获得学习的压力和动力。 

3.3.1 积极树立与宣传身边的榜样 

高职教师应主动去发现学生在学习方面展现出

的特长，对较突出的学习方法、时间管理方法，以及

取得的成绩等，及时表扬并大力宣传，号召同学们向

身边的榜样学习。大力培养学习骨干队伍，在专业发

展、兴趣爱好、文体特长、综合发展等各方面起到表

率作用。对于学生干部在学习和工作中的精力分配，

应经常予以监督提醒，使他们意识到，一名合格的学

生干部，首先应有较好的学习成绩，才能向同学们传

递“一切以学业为重”的理念，还应使学生干部意识

到，同学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的越多，班级相

对就越容易管理。可以想象一个班级，如果日常工作

最忙的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等班委的学习成绩名

列前茅，必然能够带动全班同学合理安排时间、提高

学习效率、主动全面提升自己。 

3.3.2 以共同学习目标为基础形成互助组织 

例如有获得更高学历需要的学生、准备考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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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证书的学生、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可以分别

团结起来组成小组，相互尊重信任，共享学习资料，

互通有无、互相鼓励、督促进步，从而以更高的效率

完成考证类的项目化学习，或实践类的体验式学习
[6]
，或发明类的创造性学习。无论是在专业方面的提

高，还是文体、艺术、实践、创新方面的兴趣实现，

学生们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中被激发出无穷的潜力。

这样做既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又提升了班级的

凝聚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 

3.3.3 营造融洽积极的宿舍氛围 

学生每天有 1/3 到一半甚至更多的时间会在宿

舍里度过，宿舍关系是他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

部分，宿舍氛围也最容易影响他们的情绪、效率、积

极性，学风建设绝不能忽略宿舍氛围的重要影响，因

此，高职教师引导班级学风建设的工作也需要深入宿

舍层面。例如可以通过发动宿舍中的学生干部或积极

分子，首先提升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带动宿舍整体氛

围的改善；或通过开展宿舍之间的良性竞争，设置适

当的奖励机制，用外力促进宿舍内部更加团结，引导

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制定共同的目标，成员们向着共同

的目标努力，同时也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 

3.3.4 通过参加活动提升实践能力 

高职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需要满足实践需要，而

实践经验更多的是在实验、实训、实习中逐渐积累的，

面向高职学生开展与专业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有利

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也

对提升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多有裨益，实现学生们在活

动中自我教育的目的。高职教师在学生对活动进行选

择时，可以给予有益的指导，还可以用往届学生中，

通过实践活动提升了自己就业竞争力的成功案例，从

侧面提高学生的主动性。 

4.结语 

学习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职教师在高职班

级积极学风的建设过程中，教学相长，可以促使自身

和学生素质的同步提升，既完成了自己的职业使命，

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还有助于提高高职教育的质

量。高职班级积极学风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学生

的自主性，由学生自己决定学习的目标，高职教师可

以在目标选择和规划的过程中给予指导和及时的肯

定；学习目标的实现过程应充分体现团队的合作性，

实现“1+1＞2”的学习效率，高职教师可以在学生之

间、师生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等的人际互动中给予

积极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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