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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现状分析以及如何培养正确的学生观
◎王春妮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咸阳 712046）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中职教育的现状及其本身的特点，指出中职学校教师唯有以正确的学生观为导向，提高学生各方面素质的，从

而为中职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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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国家 提 出 大 力 发 展 职 业 教 育，此 后 随 着 连 续

两年职业教育的大幅扩招，中职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

职教育为我国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

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但谈及中职学校的学生，总会

被习惯性的标为“差生”。 诚然，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是一群

考试的失败者，但处于成长时期的他们有很大的可塑性，而

且，依据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学

生都有自己的优势智能领域， 通过适当的教育和训练可以

使每一个学生的智能发挥到更高水平，①因而需要中职教师

以正确的学生观为导向对中职学生加以教导。
一、中职教育的现状

首先，中职教育具有基础性。 作为一种培养应用人才的

社会活动，它使每一个受教育的孩子在一定时间里，为今后

的生活和职业打下基础。 ②因而中职教育作为奠基教育，是

每个中职学生走向社会的起点，其地位不容置疑。 这是由我

国中职教育的实际决定的。
其次，中职教育的学生有其特殊性。 由于中职学校不少

学生文化水平低、学习习惯差。 因此，多数中职学生的优势

智能在传统教育中难以展现，在过分强调语文、数 学、外语

学习成绩的选拔过程中受到压抑。 而中职教育有众多专门

化方向， 因而中职教育的特殊性便在于充分挖掘受教育者

的优势智能，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

技术应用型人才，使受教育者各自的优势得到发挥，使其获

得终身受用的职业技能和素质。
二、正确的中职学校教师学生观

（一）分层的评价观———差异评价

每一个学生都具有与他人不 同的 个性，每一个 学生 在

知 识、智 能、兴 趣、特 长、性 格 和 个 性 品 质 等 方 面 都 是 千 差

万别 的，在 知 觉、记 忆、言 语 和 思 维 等 方 面，都 表 现 出 个 别

的类型差异来。 因此我们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特别重视

学 生 的 个 体 差 异 性，针 对 学 生 个 体 之 间 的 差 异 ，确 定 不 同

的教学目标、教育方法和评价标准，力求对症 下药，因材施

教。
（二）民主的师生观———师生共进

中职教师要坚持把自己放在与学生平等的地位， 建立

一种民主的师生关系。 把学生当作朋友，要对学生平等和信

任，使之在平等的地位、民主的氛围中自觉自愿 地、乐 此不

疲地参与教育过程以及教育活动。 与学生建立亦师亦友的

师生关系，以此举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

学习动机。
（三）个性的教学观———因材施教

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智力是彼此相互独立、以

多元方式存在的。 人除了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两种基

本智力以外，还有多种智力。 而且中职学生存在着差异性的

发展。 我们的中职教育要正视中职学生的现实，根据学生的

某种优势的智能，因材施教，并要注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理

解，尊重中职学生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四）人性的教育观———师爱教育

使中职学生“亲其师”，方能“信其道”。 坚持人性化的学

生观，用师爱感化学生，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与

学生进行心灵的对话，培养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此教师的

劳动才会闪现人性魅力，中职教育才会体现育人的本质。
（五）全面的育人观———授业育人

中职教育的职能，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在于培养

学生健全人格。 一名合格的中职教师应具备全面的学生观，
即不仅要授业，更要育人。
三、如何培养正确的中职学校教师学生观

（一）构建师生平等高效对话交流机制

转化中职学校教师学生观， 需要通过创设更多的师生

平等的情感交流、观点碰撞的机制，使教师真正与学生互动

起来，使学生与教师在精神领域相遇、相识进而达成共识。
（二）形成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教育合力

中职教师还需强化队伍，加强研究，充分挖掘更多的教

育资源，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积极健康的家庭教育对于

转变中职学生的品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而包融并序的社

会教育对于规范和引导中职学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充分

利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优势。
（三）规范学生和教师管理

一方面，中职学校需要规范中职学生管理，使学生逐渐

树立自尊，养成自律意识；一方面，中职学校 应该 规范 教师

管理制度，对于那些轻易否定学生的教师要及时进行教育，
树立起中职教育信仰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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