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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职学校就业指导工作中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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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至今，育人永远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方法。随着时代市场的需求，义务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有依靠自己的竞争机会，市场竞

争愈发激烈，人类的生存必须技能越来越重要。因此教育所偏重的方向也逐渐向实践技能方面倾斜，而本应与之同时进行的德育教育却

并未得到重视，特别是在高校以及中职学校中，针对学生德育教育的诸多方针并未落实到实处。鉴于此，本研究针对新时期中职学校就业

指导中的德育教育提出了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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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放眼全国不难发现，人才市场的需求导致中国的中职学校已经

逐渐增多。大部分文化课程成绩较差的初高中生面对沉重的就业压

力，不得不选择面向就业岗位的中职学校。但正因为中职学校的教

育重点面向职业，使其教育内容中缺少了文化课程中“先立人，再成

事”的教育基础，导致应届毕业生常常有才无德，难以为社会做出有

益的贡献。

2 中职学校就业指导工作中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法律，还是心理健康，都应该被

纳入到德育教育的教育目标之中。从认知层面来讲，由于中职学校

所招收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初高中生，所以德育教育是让年龄较小学

生进入社会的信念支撑，更是以后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的基础。处于

初高中的学生对社会充满了猎奇心理，是接受以及矫正思想最为迅

速的时间段，只有做好学生面向社会就业的德育教育指导，才可以

保证学生拥有做人的底线和一定的道德约束，不被鱼龙混杂的社会

环境干扰，甚至是受到鼓动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而从个人能力

来讲，越来越多的企业岗位坚持德行主导行动的原则，偏向看重学

生的个人品质而非能力，而中职学校在新时期下如果没有做好学生

的德育教育，将会导致学生失去大量就业机会，个人价值也得不到

实现，更会有损个人形象。另外，如果做好就业指导中的德育工作，

也将会向社会输送源源不断的乐于为社会，为国家奉献个人价值的

无私人才，让国家保持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新一辈时代面貌，也为

建设美好中国，提高综合国力贡献一份重要力量。

3 中职学校就业指导中德育教育的不足之处
3.1 教育理念落后
在我国的大部分中职学校中，都将教学内容与考核方式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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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综合考量学生的个人实践能力所对应的岗位竞争度。其教学理

念完全以岗位价值为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有的学校为了减少时间上

的浪费，直接照搬《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教育大纲》，完全没有学校的

教育特色可言，而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等个人品质方面却完全没有

相应的考核方式，无法保证学生的岗位职业素养，让学生在岗位应

聘时失去了大部分的就业竞争力。而由于德育教育的缺失，学生即

使面对岗位竞争的失败也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不足，更不会针对性

的提升自身品德修养。究其原因，无非是落后的教育理念让中职学

校止步不前，而急于求成的就业指导更让学生无法根据个人能力以

及性格特点，针对性的完成岗位对接。面对新时期国家对人才需求

的变化，中职学校缺少教育改革的理念以及思想，而传统理念所带

来的只能是教育上的失败，导致学生就业岗位不理想甚至是世界观

以及价值观扭曲，只懂得利益至上的极端思想，在社会中寸步难行。

3.2 管理方式方面
现在的中等职业学校管理模式主要可以分为招生以及就业指

导两个主要模块。而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存在诸多管理环节为落

实到实处甚至是不存在的情况。例如招生方面的招生宣传管理，学

生入学导学以及就业指导中的岗位管理等。虽然大部分管理模式上

的错误并未与就业指导中学生的德育教育存在直接联系或者直接

影响到学生的个人品德，但都间接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产生了影响。

就招生宣传来说，中职学校的招生模式主要为向公立初高中提出合

作以及其他方式，对文化课成绩较差的学生提供一份可以与其他公

立高校毕业生公平竞争的机会，并拥有更早就业的社会工作经验。

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宣传管理模式导致入学学生片面的认为中职学

校只是培养个人能力的场所而并非学校，大大增加了学生的侥幸以

及虚荣心理，让学生无法认识到学校是以立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而

在就业管理方面，学校更未提供从始至终的就业指导，所提供的岗

位完全平均化，导致学生完全意识不到个人品德素养的重要性，只

懂得社会化的提升个人能力，无论是对学生还是社会来说，都是难

以估量的损失。

3.3 缺少对德育教育成果的考核标准
从根本上来讲，中等职业学院在就业指导方面的德育教育问题

所在是缺少对德育教育成果的考核标准以及考核方式。而考核方式

的缺失让德育教育无法在学生岗位对接时体现出来，更无法实时监

控学生的个人品质情况。从教师层面无法了解到学生的个人性格特

点，也不能根据各项标准，以匹配度优先的岗位对接方式开展就业

指导，只能单纯的依靠学生的个人能力来全盘否定一个学生的自身

价值，忽略了个人职业素养的重要性。而在学生方面，缺少像职业技

能一样的考核方式让学生不会意识到品德对于自身价值的重要性，

也无法知晓品德的重要意义。无论是自身人生观，价值观，还是社会

贡献，都只会从利益出发，单纯考虑自身，无法形成强大且鉴定的道

德约束力。而在学校方面更无法根据德育教育的考核来制定教学内

容以及教学计划，丧失了高校教育要求的德育为基础，能力为扩张

的教学目标，自然也就导致了教学失败。

4 中职学校就业指导工作中德育教育的改良措施
4.1 重视德育教育的教学理念
德育教育永远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必经之路。要想做好中职学校

就业指导的德育教育工作，必须要从根本上的教学理念出发，重视

德育教育。不论是基层的专业老师，还是高层的校级领导人，都应该

建设学校中重视个人素质培养的教学风气，才可以在就业岗位对接

中同时贯彻德育教育的教学理念。在学校领导方面，应该牵头企业

与学校的岗位对接要求，将个人素质作为企业招受实习岗位的评判

标准，与其他指标相结合分配实习岗位，与企业共同构建个人素养

为基础的社会交流环境。在任课教师方面，不应该仅局限于与学生

的课上交流方式，也应该积极与学生达成良好交际关系，以情怀为

主导完成教学目标。让学生在职业对接中感受到人文情怀，意识到

个人能力并非职业岗位的全部所需。另外，教师也应该在线下与学

生的日常交流中关心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对特定困难学生进行特别

注意，消除学生因为自身文化课成绩差的自卑感，让学生明白个人

品德是步入社会的基准线。

4.2 建立完善的德育考核机制
没有严格且完善的德育考核机制，就无法让学生认识到个人品

质的重要性，更无法让学生积极提升个人修养，实现自身价值。如果

学校同职业技能考试一样建立各项指标对学生的就业道德素养进

行考核，就能让学生充分认知道德约束力是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因

此，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应该设立素质考核部门对素质教育成果进行

最终评定，并将学生个人素质作为就业指导标准进行不同等级评定

岗位分配。另外，学校也应该建立日常的德育考核基准作为最终个

人素质评定的一部分。而学生可以积极参加各类学校举办的大型活

动对个人素质进行加分。因此，与之对应的将是学生违反校规校纪

以及个人不道德事件的扣分。由此得到的最终德育分数将为学生的

岗位对接做铺垫，完成学生的就业指导过程。

4.3 改良德育教育内容
中职学校的德育教育内容不同于高校文化课中的文化水平层

面的德育教育，包含了真实社会环境中的岗位竞争。因此，中等职业

学校应该结合该特点改良自身课程内容。例如，从诚实守信，遵规守

矩，以及孝道等方面进行课程教学，强调学生只有吃苦耐劳，踏实肯

干，才可以凭借自身实力取得应聘职位。另外，学校可以设立部分德

育反思课程，让学生反思自身在一天中所做行为的不足，消除自身

对日常工作的烦躁情绪以及侥幸心理。并给予学生一个自由交流的

平台，让每个学生充分认识到自身相对于他人来说的不足并为此积

极努力，提升自身实力。

5 结束语
随着中国的素质教育改革不断进行以及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

同时具有良好品德以及较高的专业水平人才才可以在人才市场中

保持个人岗位竞争力，并且得到心仪的就业岗位。而中职学校作为

初高中学生与社会环境对接的桥梁，是对于学生来说不同于文化课

的另一种可靠就业方式。应该遵守以立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德

育教育的教学方式进行学生的就业指导。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应届

毕业生在实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积极为国家奉献个人价值，为建

设美好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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