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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选择性课程建设提升中职学生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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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中职学生的职业素养，本文提出了构建多
元多层的选择性课程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让
学习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掌握在学生自己的手里。多元选择
性课程旨在激发学生的潜质，使中职学生找到适合自己以
及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培养和锻炼学生基本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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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rove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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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pro-
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pluralistic and
multileveled cours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students' personal-
ized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so as to make the option and
initiative in students' own hands. The aim of pluralistic and op-
tional courses is to stimulat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po-
tentials, help them find suitable courses which they are interested
in, and cultivate their basic professional abilities.
Key words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pluralistic sel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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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职教育也获得了良好的
发展，社会对于中职学生的人才规格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
在职业素养方面。学生职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学生的
就业前景，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学生也为越来越多的企
业所青睐。为此，探索切实可行的教育措施提升学生的职业
素养已成为中职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
1 中职职业素养现状
1.1 职业素养现状描述

随着中职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大批中考失利的学生
涌入中职学校，中职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就业群体之一，他
们的职业素养将直接影响着未来产业大军的素质水平。而
这些中职学生由于自身基础和年龄特征的限制，职业素养
普遍缺失，主要表现在：自身基础薄弱，缺乏兴趣两方面。

大多数的中职学生他们本身就是普通教育失败的产
物，学习基础薄弱，学习的动力严重不足，主要原因是对所
学的知识并不感兴趣，进入职业学校时，很多中职学生普遍
抱着可以已经摆脱了以前的学习内容，以及试一试的态度，
一旦意识到现在的学习方式和以前的大同小异，便立马失
去信心，得过且过。懒散的生活作风使得学生缺乏学习动
力，也将对中职学生的职业定位带来严重影响，待到毕业
时，中职学生又普遍眼高手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1.2 职业素养现状分析

针对中职学生学习基础薄弱的问题，一方面，很多中职
学生小学、初中时长期学习的困难，导致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不高，另一方面，进入中职学校以后，中职学生的专业课相
对枯燥，对于本身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学习专业课可能比
学基础文化课程更具有挑战性，面对纷繁杂乱的课程，很多

学生可能只是对一部分课程感兴趣，而对另外一些课程十
分反感，积极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才能使得原本基础薄弱的
学生重新获得学习的动力，进而为获得基本的职业能力打
下良好的基础。为此，开设多样的选择性课程，可以有效地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中职教育也能真正地站在学生的角
度，使得教育适应学生。

针对中职学生职业意识薄弱的问题，本文提出开设多
层的选择性课程来提升中职学生的职业素养，通过开设更
高层次的选择性课程，让学生的知识面并不局限于本专业，
研究表明，个人的职业发展并不依赖一般的职业能力，关键
的职业能力对个人的职业发展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
些能力就包括了学习能力，社会能力，交际能力等，而企业
更乐于接纳具有良好职业素质的学生，多层次的选择性课
程开设可有效地帮助学生获得更广泛的职业能力，培养学
生的职业意识。
2 选择性课程建设
2.1 选择性课程的建设意义

通过选择性课程的建设,可兼顾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基础
差异,鼓励学生在完成基本的国家课程上,选择更多适合自
身发展的课程,培养和拓展中职学生所感兴趣的职业能力。

选择性课程的开设可有效地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多样
化发展，它可以让学习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掌握在学生自己
的手里。多元智能理论表明，个人的智力包含了多个方面，
如果将智力定义得过于狭隘，将会影响学生的智力发展，对
于基础薄弱的中职学生，他们更需要其他的一些选择性课
程，来帮助他们寻找到适合他们的兴趣点，充分释放他们的
个人潜质，培养他们主动学习和自主创新的精神。当基础薄
弱的中职学生找到了符合他们潜质和兴趣的课程时，他们
的学习动力才能得到鼓舞。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职业素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中职学校的课程并不能仅仅局限
于传统的文化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通过开设多种职业相关
的课程,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去探索和开阔自己的视野,帮助
学生树立起良好的职业观念,提升中职学生的职业素养。
2.2 多元选择性课程

中职学生普遍学习基础薄弱，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对于
学生开设的固定的几样课程兴趣不大，多元选择性课程的
开设，旨在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寻找自己的兴趣点，每一个
学生都拥有他所特有的潜质，只是这些潜质被千篇一律且
固定不变的国家课程所压制，多元选择性课程的开设可以
积极地激发学生的潜质，使中职学生找到适合自己以及自
己所感兴趣的课程，锻炼良好的职业能力。

多元选择性课程的建设需要遵循以下的原则：
1）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多元选择性课程的开设以

尽可能地满足学生兴趣和需求，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供学
生选择，帮助基础薄弱的学生找到学习兴趣点。

2）以职业素养提高为引导。多元的选择性课程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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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课堂上尽可能拓展学生知识视野（237 人，53%）、学校的
政策及资金支持（202 人，45.2%）；认为学校宣传技能竞赛的
有效方式依次是校内宣传栏、海报、横幅（264 人，59.1%）；广
播、宣传单、电子显视屏（239 人，53.5%）；校刊、院刊宣传、校
园杂志宣传（202 人，45.2）；学校网站（193 人，43.2%）；通过
学生会、社团宣传 （175 人，39.1%）；发放技能竞赛纪念品

（155 人，34.7）。
2 对调查结果的思考及相关建议
2.1 健全技能竞赛运行机制与制度，促进竞赛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发展

学校要制定常规普适性的技能竞赛制度、良好的培养
选拔制度，以及激励作用明显的奖惩制度，将其作为学校教
学基本制度，成立学校技能竞赛常设机构，有专人具体负责
技能竞赛活动，确保每年一次全院“学生技能竞赛月”的常
规工作地位，设立技能节赛专项经费，对参加技能竞赛和指
导学生参赛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予以表彰，并在职称评审、
评先奖优、收入分配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优先考虑；对在
技能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予以表彰，评奖评优及就
业方面优先推荐，使技能竞赛由局部性、阶段性工作向全面
性、常态性工作转变。
2.2 扩大技能竞赛覆盖面与影响力，营造“人人参与、重在学
习，着眼提高”局面

一是在班级开展课程学习分组竞赛，将专业经常性、规
范性的技能操作考核作为竞赛项目，让每个专业的每位教
师、每个学生都有参赛及指导参赛的机会。二是开展全校技
能竞赛，实现“好中选优”，重点考察师生对专业技能和知识
的综合运用能力，做好优秀选手的选拔工作。三是校外竞赛
实行“优中选强”集训淘汰赛，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针

对性技能训练。四是技能竞赛与实训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增
加实验实训工位，更新实验实训设备，优化实验实训情境。
2.3 以技能竞赛为校企合作的重要桥梁，促进行业文化与产
业文化对接

技能竞赛应当成为职业院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甚至
亮点。一是用企业标准引领专业课程标准和技能竞赛标准，
竞赛项目对接行业“四新”，即建设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
工艺、新方法，专注学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提升。二是校企合作举办技能竞赛，把现代企业的员工要
求融入比赛，积极引进行业最新设备，聘请行业学会、协会
参与制定竞赛方案，吸纳企业一线技术能手参与竞赛项目
设计、命题、考核与评判。三是鼓励企业在技能竞赛现场开
展招聘，为学生搭建高质量就业平台，也可采取企业冠名形
式，由企业提供竞赛设备与场地等方式来支持竞赛。四是加
强竞赛组织宣传，充分利用网络、海报、宣传展板等营造氛
围，邀请企业人士举办“竞技与就业”、“技能大比拼，职场我
最行”、“培养竞争意识，提高应用能力”等主题讲座，让企业
与学生面对面沟通，让学生更了解企业用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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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全兴趣使然，需要站在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角度，给予
合理的选择权。

3）结合当地的就业情况和产业特点，选择性课程可以
根据当地的产业特征，开设适合学生未来就业的课程，进而
提升学生的一般职业能力。
2.3 多层选择性课程

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学生潜质的无限性，为了充
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质，本文提
出构建多层的选择性课程，使学生学习兴趣得到可持续的
培养与尊重。另外，多层选择性课程可以有效帮助让学有余
力的学生积极拓展视野，增长知识，充分挖掘学生的兴趣潜
能，提升职业素养。

多层选择性课程设置需要依照循序渐进，逐步深化原
则，以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某职业技术学校的多层选择性

课程如图 1 所示，基础选择性课
程以尽可能地照顾最广大的学
生兴趣为首要目的，调动学生的
参与积极性和学习积极性，让尽
可能多的学生，有东西可学，有
兴趣可学。让中职学生改变懒散
的学习生活作风，投入到他们所
能够学，能够做，以及有兴趣学
和有兴趣做的课程中来，培养他
们的基础的职业能力，使尽可能
多的学生在以后就业时能有一
技之长。

拓展选择性课程以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为目的，拓展学生的见识面，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例如，拓展选择性课程可以开设仪式礼仪、
人际交往、职业能力和综合实践等方面的课程，使得学生
获得更高层次的职业能力，它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技术或者
操作，这些课程可有效地帮助学生形成良好职业意识，获
得更贴近社会需求的职业能力，拓展选择性课程依然尊重
学生的学习兴趣，将选择权交付给学生，让尽可能多的学
生逐步地形成基本的职业意识。
3 结语

职业素养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看重，中职学生的个人职
业素养高低将直接决定他们今后职业路程的长短，本文提
出构建多元选择性课程，以帮助中职学生寻找适合自己的
课程，激发学习的动力，进而培养学生一般的基础职业能
力，为今后的就业和择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本文提出
构建多层的选择性课程，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多层的选择
性课程遵循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原则，通过合理的启发和
引导，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质，增强学生的职业意识，
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参考文献
[1] 张秋玲.突出职业教育特色 提升学生职业素养[J].科学大众,2013

(1):136.
[2] 刘利军.在实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J].商情,2013(6):

62-63.
[3] 沈飞跃.提高职业素养提升职业竞争力[J].职教论坛,2012(5):63-

64.

编辑 王恒平

（上接第 129 页）
!!!!!!!!!!!!!!!!!!!!!!!!!!!!!!!!!!!!!!!!!!!!!

职业教育

图 1 多层选择性课程

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