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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当前高职学生有更加准确、深入的了解，以便于制定更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人

才培养方案。本文以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为载体，从学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基本特征出发，对榆

林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从日常消费、家庭情况、课余时间分配、毕业后的去向意等方面进行调

研，总结并分析了其规律与原因。结合笔者工作心得提出三项教育应对措施，以期望为高职教

育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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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准确认识高职学生的特征是制定适当人才培养方案的

必要条件，本文以榆职院所有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学生特点

为研究内容，选取部分辅导员为研究参与者，通过问卷调查

与谈话两种方式获取学生的特点信息，经过分析研究，了解

学生的基本特点，研究周期为一年。

问卷调查的范围是全院学生，调查内容包括：消费情况

及家庭背景、学习态度和习惯、课余时间管理、兴趣爱好和

实现方式、对个人将来的规划等几个方面。问卷调查分时间

段多次进行，每次的内容可以调整，便于提高调查结果的可

信度。

谈话研究从各年级、各专业中选取班级为研究对象，辅

导员为本班级研究负责人，建立班级《学生调研档案》。研

究过程贯穿班务工作的全过程，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研

究，发掘班级学生的共性和个性特点。再与其它若干不同年

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比例的班级研究结果比对：归纳全

院学生共性特点、个性特点等等。

1调研结果及分析

通过为期 4个月的调研，发放调查问卷 2355份，回收

2291份，其中有筛选出有效问卷 2103份，其中男生 921名，

女生 1182名。调研结果图 1所示：

1.1消费情况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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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校生主要消费内容占比统计图

由图 1可知：

1.1.1学生最主要的消费项目为饮食，整体在消费总额中

占比最高。但随月消费总额的增长，饮食消费占比明显下降，

从月均消费总额 1000 元以下的同学占 73.8%降低至月均消

费 2000元以上的同学占 44.6%。说明消费的增长额度主要被

学生用作饮食外的其它支出（社交及购买衣物等）。

1.1.2购买衣物、社交及其它生活消费的占比随着每月消

费总额的降低都有明显的降低，一方面说明总消费额较低

时，学生主要用支出在饮食上；同时也说明学生购买衣物、

社交及其他生活等消费愿望主要受制于经济条件。

1.1.3学生在学习上的消费很低（3%左右），且与学生

的月消费总额无明显相关性，侧面反应出高职学生主动学习

的意愿低。

1.2 家庭情况及分析

根据调研数据，学生家庭情况如表 1所示，其中贫困家

庭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三年以内的家庭、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的家庭等。

表 1 学生家庭情况表

家庭总数 贫困家庭 离异家 单亲家 孤儿数

（2103） 数 庭数 庭数

人数（人） 796 139 21 7

占比（%） 37.9 6.6 1.0 0.3

由表 1可知：

1.2.1学生贫困家庭占比 37.9%，远高于当前普通高校贫

困家庭的占比。反映出家庭贫困对学生教育的影响：传统上

寒门贵子的情形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贫困家庭培养出

来的“娇生惯养”的学生。

1.2.2特殊家庭（包括离异、单亲、孤儿）学生占比大，

特殊家庭的孩子没有正常的成长环境，在校就表现出各式各

样的问题。

1.2.3与普通高校相比较，高职院校的学生在家庭条件、

学业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这有可能促使学生奋发图

强；也可能使得学生自信心受挫。

1.3课余时间分配情况及分析

学生课余时间分配既能够反应出支配时间的能力及习

惯，也可以发现学生的爱好，课余时间主要指下午下课 4点

10分至晚就寝 10点 40分之间的 6个小时 30分。学生课余

生活的支配情况如图 2所示。

图 2 男生与女生课余时间消耗对比

由图 2可知：

1.3.1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消耗在社交

与手机游戏上，占比均超过了 50%。首先，这说明高职学生

有旺盛的社交需求，而借助手机与网络实现社交恰好是最便

捷、最节约的方式；其次，也间接说明了很多学生不积极参

与线下的生活与活动，反而沉迷网络；最后，手机游戏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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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高职学生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消耗学生大量宝贵的时

间、精力，也损害学生的健康，这应当引起关注。

1.3.2在体育活动方面，男生的时间消耗明显多于女生；

在学习、阅读方面，女生时间消耗多于男生。这符合男生好

动，女生好静的一般规律。

1.4毕业后的去向意向

表 2 学生毕业去向统计

本专业

就业

非本专

业就业

升

学

听从父

母安排

没有

计划

人数

（人）
1046 96

18

4
156 621

占比

（%）
49.74 4.56

8.7

5
7.42 29.53

由表 2可知：

1.4.1 49.74%的学生倾向于本专业就业，4.56%的学生倾

向于非本专业就业。说明学生报考我校志愿的时候基本有明

确的专业就业意向，反映出大部分学生报考高职院校专业的

时候基本是以就业为导向的。

1.4.2 8.75%的学生有升学倾向，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反

映出我院学生寻求学业进步的意愿不强。

1.4.3 36.95%的学生毕业后去向听从父母安排或没有计

划。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学生对自己未来发展很迷茫或者漠不

关心，学生的自我责任感不强。

2.教育应对措施

2.1加强与学生的联系，获得学生信任

获得学生的信任是一切教育实施的基础条件，既是教育

学生最困难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在这点上，辅导员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学生入校开始辅导员就应当着

手与学生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获取学生的充分信任。建立信

任关系的过程有长有短，一看学生性格与保守的程度，二看

辅导员花费的精力与沟通的能力。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下

述几个阶段：

2.1.1获取并分析学生入学前的信息。学生入学前的情况

是教育的起点，在学生进入新的班级后，辅导员可以从学生

的报考信息中获取学生的籍贯、年龄、父母的联系方式等基

本信息。进一步通过跟父母通话、跟学生谈话、观察学生的

生活习惯等方式，可以得到学生的家庭构成、经济情况、生

活习惯、业余爱好、基本性格习惯等信息。不同的学生间个

性差异很大，掌握了这些学生信息将为辅导员下一步与学生

谈心谈话、获取学生的好感及信任提供极大的帮助。同时也

能筛查出孤儿、单亲、离异、经济极度困难等一些特殊家庭

的学生，在后续的教育过程中给予较多的关注。

2.1.2确立班级管理制度，培养班干部。班级制度的确立

及执行是塑造良好班风的必备条件，而良好的班风又是塑造

学生良好品质、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必要因素。虽然社会上

有各种法律规范、学校也有完备的校规校纪，但对于学生来

讲，最重要的是班级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距离他最近。班级

制度可以与学校的规章制度完全一样，也可以在学校制度的

基础上根据班级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最终一定要在全体

班会上严肃公布：这些制度对全班同学一律平等有效，在我

们学习的这几年大家必须共同遵守。同时要选出班干部，因

为班级制度的执行主要依靠班干部，班干部建议让同学们投

票选举，这样选出来的同学更容易得到学生的认可。班级制

度初步运转的阶段是最关键的时期：关系到班干部能否严

格、公平落实制度；班级制度能否长期、有效执行。这期间，

辅导员一定要多做监督、检查，不给班干部犯错误的机会，

同时积极的辅以思政教育，培养学生公平心。通过班级制度

持续有效的执行，公平公正、积极和谐的班级风气也逐步形

成。这个过程中，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度会显著增加。

2.1.3逐一开展谈心谈话，让每一个学生都觉得你很关心

他。谈话前要做充分的准备，尽量塑造轻松的氛围与话题，

能够把握到学生的关注或困惑会对谈话很有帮助。谈话的内

容能够解决学生实际困难与困惑很好，仅仅是朋友间聊天一

样的也行，谈话可以一次、二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谈多

次。谈话应当是坦诚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信任、悦纳你。

通过上述几个环节，学生会建立起对辅导员的基本信

任：他们在遇到困难、疑惑的时候会主动找寻求辅导员的帮

助，甚至在收获成就时与辅导员分享。这个时候辅导员工作

起来会比较高效，原因就在于学生对辅导员信任。当然，学

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总有一部分学生很难敞开心扉，那

么通过上述环节的筛查，辅导员也能够筛查出这部分困难学

生，在后续教育实施中给予额外关注，也可因动员班级内其

他同学一起给予这些学生帮助（这个时候良好的班级氛围会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必要时也可以求助于专门的心理咨询

专家。

2.2阳光自律，为学生树立榜样

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鱼前导，小鱼尾随，

是从游也”揭示了教育遵循的规律、榜样示范的重要性。高

职学生的是非辨识能力已经健全，辅导员在施教时仅靠“言

传”必难取得好的效果，“身教”显得更为重要。辅导员是

与学生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老师，其言行对学生的影响

也最大。一名辅导员如果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或者

要求学生遵守的事情自己概不遵守，学生势必或概不遵守，

或照样学样，阳奉阴违。辅导员规划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阳

光自律、积极向上必能给学生树立良好榜样。通过与辅导员

长期相处，学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浸熏影响。因此，教育

好学生的一项必备条件就是：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2.3抓住关紧时间节点和关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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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在校三年，对学生的教育影响也在这三年中潜

移默化的完成。但是在这三年中也有许多关键的时间节点。

抓住这些时间节点，恰当的施以教育引导会对学生产生重要

的影响。譬如：新生入学、传统节假日、学生实习前，毕业

季等等，这些时间节点学生往往面临学习和生活方面的重大

变化，学生对此毫无经验，显得迷茫，需要寻求辅导员或其

它师友的帮助。辅导员在这些关键时间必须能急学生之所

急，给予学生及时、正确的教育、引导，帮助学生调整心态、

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实施教育、引导时，要考虑学生个体间

差异，有针对性的跟学生谈心谈话。

关键学生一部分是班团干部，一部分是特优生和学习、

纪律性差的学生。抓住关键学生的教育不是对部分学生搞特

殊的优待，反之辅导员必须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公平公正。

班团干部作为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桥梁纽带，及时向辅导员

反馈学生群体中的困惑，以便辅导员及时掌握并加以有效的

解决，班团干部能够积极有效的沟通师生，可以增强辅导员

对学生的全面了解，在教育、引导时更有的放矢，同时班团

干部与辅导员接触更多，受到辅导员影响更大，辅导员也应

尽量教授班团干部模范立身，把好的品格、行为习惯传递给

广大学生。对优秀的学生要树立好的榜样典型，公开明确的

给予表扬，引导全体同学向好学习。对班级中学习、纪律性

差的学生，一方面要严格按照班级制度公开的批评这些学

生，以儆效尤；另一方面要通过一对一谈话了解到这些学生

的问题所在、问题所来，进而教育、帮助这些学生克服困难，

摆脱坏习惯。

3.结束语

总之，教育是复杂的，不能有一套标准的流程；教育是

有规律的，把握规律可以提高教育教学效率。高职学生在以

前的学习中成绩较差，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更没有品尝

到学习能带给他们的幸福、快乐，但这不表明他们不能够品

尝和体会学习带来的幸福和快乐。相反，越是没能品尝就越

渴望，反差越大，激起的兴趣就越高。我坚信高职的学生在

品尝学习带来的趣味后会深深喜欢。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和

习惯与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相辅相成，是高职教育的总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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