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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润物无声，于细节处培育学生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成长学生“十个一”教育活动实践与思考

王　剑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扬州 225003）

摘要：随着新《职业教育法》的出台与实施，职业教育的目的和定位也越发明确，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创设教育强国、

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任何一个宏大目标的达成，都离不开细节的打磨。因此，

我们学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学生个人成长“十个一”目标的育人方案，列出“成长学生”常规管理要求，于细节处渗透，在春风化雨中育人。

通过我们多年的教育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打下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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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生产、服务等行业领域一线的专业技术人

才，学校德育管理工作在此要求下坚持“成长学生”的根本任务，

以“规范行为—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培养职业素养”为主线，

以学生个人成长“十个一”为目标，抓实“成长学生”常规管理

要求，全面推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抓好德育工作主阵地，精心

设计学生管理重点工作任 务，凝心聚力、精细管理，不断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全面提高学校成长学生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实效

性。

一、确定育人的目标

我们学校是一所初  中起点的五年制高职教育为主的职业学校，

已有 20 年五年制高职教育办学历史，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大力实施“成长学生”教育，构建“三全育人”格局。学校始终

注重以一流的师资、课程、实训基地建设高水平专业，以高水平

专业培养高素质人才，以高素质人才铸就高质量学校，内涵品质

持续提升，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我们

在教育过程中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原则科学严格进行各项管

理，注重培养技术技能基础扎实和综合素质优良的毕业生，主要

目标有：一项守时守信守法的个人品质、一句积极主动的问候语、

一生优雅生活的自理能力、一身端庄整洁的仪容仪表、一米范围

内的卫生责任制、一条线的物品摆放对齐意识、一项踏实钻研的

学习能力、一门技术过硬的专业技能、一个自信阳光的健康身心、

一份切实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我们希望毕业生能就业、就好业、

会创业。

（一）总体目标

以学生个人成长“十个一”为目标，从守时守信守法、文明

礼貌教育开始，塑造学生尊重他人、与人为善的良好品质；从培

养学生基本生活的自理能力，端庄整洁的仪容仪表，树立新时代

职校生的形象；从关注身边的卫生、关注周边的物品摆放开始，

培养学生关注细节的习惯，为养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打下基础；从专业学习与技能训练、设计职业生涯规划开始，

既着眼于将来，又奋斗于当下，培养学生合理规划人生的能力，

磨炼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实践目标的意志。

（二）分年级目标

1. 一年级目标：

广泛开展常规管理教育，以一句积极主动的问候、一米范围

内的卫生责任制、一条线的物品摆放对齐意识、一身端庄整洁的

仪容仪表、创建“文明教室”“文明宿舍”等为抓手，明确各项

常规要求，感受细节的力量，认识到坚持做好每一个细节对结果

的重要影响，培养学生关注细节的习惯。

2. 二年级目标：

继续加强日常教育，巩固已有成果；广泛开展主题教育，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以一项守时守信守法的个人品质、一生优雅生

活的自理能力、一个自信阳光的健康身心等为抓手，进一步培养

学生良好的品德，养成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

3. 三年级目标：

结合专业课程，开展“技能大比拼”“我说我的专业”等活

动，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情，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努力练

就一门过硬的专业技能，养成一项踏实钻研的学习能力。干一行，

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4. 四、五年级目标：

以一份切实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为抓手，指导学生不断对照

自身规划，分析总结阶段目标的达成情况，培养学生的人生规划

意识，以目标引领学习、生活，不虚度，不茫然。同时，进一步

拓展、整合校内外资源，为学生提供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实践

活动，使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增强岗位意识和岗位责任感，最大

限度提高其综合素养。

二、活动实施与育人成效

（一）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学生自入校以来，分年级按计划组织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学

生的道德认识，指导学生的具体行动，提高觉悟学会做人。其中，

低年级以守时守信、文明礼仪等教育为主，增强学生的文明意识，

提升学生的文明素养；中年级以法制教育、责任教育等内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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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学生走出迷茫，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高年级以职业教育

内容为主，旨在为学生架设心理桥梁，顺利完成学校与社会的角

色过渡，以最佳的状态走上实习就业岗位。

（二）科学制定日常管理规定，于细节处塑品质

对学生的教育，绝非一日之功，而在于每天的浸染。学校十

分重视常规教育，科学制定《“成长学生”常规管理要求》，分

别从个人品德、学习、出勤、教室宿舍、车辆、顶岗实习与就业

等六个方面对学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一米范围内的卫生责任

制，引导学生自觉维护公共区域的卫生；桌面管理要求，桌子上

书本至多 6 本，统一放置于左上角，培养学生及时整理个人物品

的习惯；机房实训课规定，要求学生提前排队乘坐电梯，以免拥

堵迟到。一个个小要求，都着眼于学生成长，从细节处打磨学生

的行为举止，塑造学生的优秀品质。

（三）开展“十个一”教育实践活动，助力学生个人成长

1. 每日文明“打卡”——“一”句积极主动的问候

要求学生见到老师、家长要主动问好，每节课必行课前“仪

式”，在师生“同学们好”“老师好”的问候声中，开始课程学习，

一声声“…好”回荡在校园里，那是最美的音符。

2. 征集评选“校园心理优秀剧目”——“一”个自信阳光的

健康身心

围绕典型的校园心理健康问题，征集“校园心理剧”，鼓励

学生主动了解心理，认识心理，并正确面对，勇敢地表达自己的

困惑、难过等负面情绪，拥抱阳光自信的青春。同时，开展心理

知识竞赛，引导学生了解心理常识，扫除认识盲区、走出认识误区。

3. 开展“文明百班行”活动——四“一”并举，多管齐下

着眼于学生的素质发展，制定系部“文明百班行”评选标准，

涵盖学生的考勤、守纪、服饰发型、班级卫生、车辆停放等方面考核，

旨在引导学生养成“一项守时守信守法的个人品质”，塑造学生“一

身端庄整洁的仪容仪表”，强化学生“一米范围内的卫生责任制”

意识及“一条线的物品摆放对齐意识”。

4. 创建“文明宿舍”——“一”生优雅生活的自理能力

值日生按照值日表各司其职，及时打扫卫生；物品摆放有序

整齐，鞋子一条线、漱口杯一条线、毛巾一条线；宿舍布置优雅大方；

宿舍成员关系融洽，相处和谐。

5. 寻找最“动听”的课堂——“一”项踏实钻研的学习能力

学校各系部统一部署早读课内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提

高了学习的效率；尊重课堂，静心钻研，创新思维，积极参加各

项活动，增强团队意识，培养竞争能力。一系列的举措极大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多方面提高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钻研的能力，

从而获得终身发展的能力。

6. 打造“精品社团”——“一”项技术过硬的专业技能

为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学校各系都创建了美好时光摄影社、

插画社、数字影音社、创新社、微电影社、数字文化鉴赏社等社

团，聘请专业老师指导，课内课外结合，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情，

练就过硬的专业技能。同时学校每年举行技能大比武，在技能学

习上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

7.“一”份切实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校从学生进校时就开始启动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工作，每年都对职业生涯规划进行完善，到了

高职四年级时指导学生思考完成符合自己实际的职业生涯规划，

时刻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及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学生顶岗实习阶

段，教育引导学生转换角色，虚心好学，让学生在“做中学”，

在“学中做”，在实践和认知的交替相接、循环往复的劳动实践

中，使学生能主动接受企业管理，增强劳动观念，树立了良好的

职业道德观，并规范学生的工作行为，从而坚持认真工作的态度，

为学生将来正式进入企业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真正实现毕业与

就业的“无缝对接”  。

三、经验反思

经过近几年的学生个人成长“十个一”教育，我校毕业生在

实习就业岗位中表现出了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很多毕业

生迅速成长起来，表现出了较好的个人素养和职业素养，在实习

岗位中学生的表达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不断提高，提升了

专业核心竞争力，扩大了企业面试人员挑选的范围及余地，也为

企业建立了有效的储备人才管理机制，实现了校企双赢。当然，

也有部分学生眼高手低，认为不少工作自己去做是大材小用，也

有在校学习的内容太理论化，不少内容与市场脱节，造成学生学

习的内容跟不上企业岗位的要求，造成企业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

才，很多学生以致错失就业机会。我们分析部分高职毕业生就业

困难的原因既有学生自身的能力不够、职业素养不高、就业观念

不切实际等，也有学校专业结构与行业吻合度不够，课程教学与

岗位能力要求有脱节，就业指导没有按岗按人做细工作等，今后，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开展“十个一”成长教育，立足长远发展，着

眼当下细节，提高学生素质，使劳动者具有操作能力、学习能力

和创新能力，为将来成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劳动者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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