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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教育改革

的过程当中，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提高学校内部人才的综合

素质水平，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新方向。由于中国的中职学校

在中国的教育当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中职学校

的教育教学模式进行探究也是必然的，要想使得中国的中职

学校的教育教学更加符合教育改革的方向，就必须在加强学

生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进行德育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所以学校也就必须进行德育教育模式创新[1]。

2 根据社会需求强化中职德育教育的重

要性分析

2.1 适应社会对于中职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要求

通过对中职学校的学生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往往都

处于 14~19 岁的年纪，正处于叛逆的高发期，极容易产生团

体之间的矛盾，总体来说就是学生缺少团结协作精神。而且在

这个年纪中，学生正处于一个价值观树立的重要时期，他们在

考虑问题时，往往会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在人际交流沟通方

面，还存在极大的障碍。虽然中国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

在法律上有一定的宽容，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强化未成年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对这些学生加强德育教

育，树立法律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必然趋势。

在日常的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矛盾，这些学生往往

会不考虑后果，并且一旦发生相对严重的问题，缺少独立解决

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意志力和独立能力都相对薄

弱，且具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因此，加强德育教育，能够更好地

使其融入社会集体生活。

2.2 改变中职学校不良风气的需求

中国的中职学校在管理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着管理力度不

大，内部学生的管理相对松散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近几年电子

科技的飞速发展，手机、电脑等通信工具快速进入了人们的生

活，并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职学校学

生的交流交际范围，但是由于他们在这个年纪并没有相对完

善的理智判断能力，面对繁杂的信息渠道极易发生判断失误

的现象。而对这些信息的判断不当，就极易导致一些不良信息

影响中职学生的思想观念，建立过程当中，甚至还会对中职学

校的学生个人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一些较为消极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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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信息，极易导致中职学校学生发生逃课、厌学等各种消极的

心理状态，长此以往，必然会对中职学校学生的学业水平以及

个人道德素养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强化中职

德育教育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塑造一个相对完

善的思想道德观念，使学生具备相对完善的判断能力，更好地

判断所接受的信息的好坏。

2.3 更好地弥补家庭德育教育缺陷

对中国当前中职学校学生的内部构成进行分析，不难发

现，在中国的中职学校内部，大部分的学生往往来自农村，而这

些农村学生的父母大多会外出打工，这就使得这些学生在成长

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相对完善且良好的家庭氛围。在传统的教

育过程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见父母对于孩子的思

想道德及知识积累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缺

乏与父母的接触，大多数时间与其他长辈待在一起，没有形成

一个相对和谐的思想道德教育氛围，就极容易导致思想道德教

育缺失。另一方面，长辈往往会存在溺爱现象，这就使得孩子不

能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价值观，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往往以自

我为中心，性格相对自私，所以说这也会影响学生的成长[2]。在

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强化对中职学校内部的德育教育，就可

以从外界方面进行弥补，更好地解决家庭德育教育缺陷的问

题，使得学生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思想道德体系。

3 进行中职德育教育模式创新的建议分析

3.1 构建相对健全的工作体系

在学校内部进行中职德育教育模式的创新，首先就要打

破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限制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德育工作

体系，这就要求中职学校必须从建立德育工作机构和建立完

善的德育网络机制两方面着手，不仅对学生受到的实际信息

进行净化，还要对他们的网络信息接收渠道进行净化优化[3]。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可以建立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德育工作

小组，促使班级内部成员积极参与到德育小组构建当中，在日

常的专业知识教育的过程当中，时刻融入德育教育，这样才能

够形成专业知识与德育教育齐头并进的德育工作机制。另一

方面，在设置网络机制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网络信息净化，

鼓励学生以网络的形式加入一些班级内部的活动当中，构建

相对良好的德育网络平台，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提高中职学校

的德育教育教学质量。

3.2 尝试建立党性教育机制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和理论体系，通过

教育方针在德育的教育过程当中起到了有力的引导作用。因

此，中职学校在进行德育教育模式创新的过程当中，可以尝试

一些与党性教育相关联的教育机制，比如在班级内部将优秀

共青团员培养成入党积极分子，充分鼓励优秀学生在日常学

习和工作过程当中参加党团组织的相关培训以及相关教育活

动。当然，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必须结合班级内部的实际情况，

这样才能够制定一套更加适合学生情况的德育教育工作方

案，及时根据班级内部学生的思想状态以及思想水平的差异

进行德育教育工作方案的纠正及调整，这就要求在班级管理

中发挥党员教师的带头作用，及时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这样

才能够从根本上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实现人

生价值而努力学习。

3.3 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在进行中职德育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的过程当中，不仅要

关注学校内部的德育教育水平的提升，还应该从学生的层面

关注其心理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学校内部应该设置相对完善

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课程，通过建立这一课课程，加大与学生

之间的交流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不同心理状态，还要根据学

生的不同心理状态，制定更加科学完善的指导方案，培养学生

养成一个相对极向上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强化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可以通过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这一个措施来实现，

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有利于教师更加充分且详细地了解学生

的实际心理状况，可以通过进行心理健康测试等诸多途径，建

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在后期了解学生的过

程中，可以根据这一心理健康档案信息制定相对科学完善的

指导治疗方案。

4 结语

综上所述，学校为中国社会人才的输送提供了非常好的

渠道，而中职学校在其中也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为了能够

使中国的人才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方位、综合型的

人才需求，就必须对中职教育模式进行创新，加强德育教育，

实现中职学校内部综合素质的教育质量提高。当然，德育教育

相较于专业知识，技能教学来说具有复杂性、反复性和长期性

等多种特点，必须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进行结合，这样才能够

更符合中职德育教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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