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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课程思政视角下培养高职生自信心的途径探索
——基于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实践研究

王彩英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9）

摘要：高职生基本都是高考后批次录取的学生和中职、中技、中专等学校的毕业生，学业挫败感较强，要想保障高职生健康发展，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针对高职生自身的特点开展具有高职特色的思政教育。本研究基于笔者多年的课程实践，通过对高职生自信心的分析，

探索以人文本，最大化地发挥思政视角下高职教育的育人功能，引导学生客观认识和评价自我，逐步树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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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发

展中的一个新类型，肩负着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使命。教育

部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共有高职（专科）学校 1486 所；高职（专科）

在校生 1590.10 万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高考生中的“弱

势群体”，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较多高职生有自信心不足的现象，

严重影响他们的成长成才。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重点回应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理念，要突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提高高校育人工作的效果。要提高高职

生自信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让学生看到努力的方向和成才的

希望。

一、高职生自信心现状的分析

（一）高职生自信现状调查

笔者用艾瑟克威尔逊自信量表对 526 名高职生进行了测试，

分别抽取了大一 263 人：其中男生 127 人，女生 136 人；大二 263 人：

其中男生 135 人、女生 128 人。结果显示高度自信者 78 人，占总

人数的 14.8%；比较自信者 142 人，占总人数的 27%；相对自信

者 121 人，占 23%；不自信者 185 人，占 35.2%。（见表 1）

表 1

年级 性别 人数
高度自信 比较自信 相对自信 不自信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大一
男 127 17 30 30 50

女 136 20 40 33 43

大二
男 135 21 32 30 52

女 128 20 40 28 40

合计 526 78 14.8% 142 27% 121 23% 185 35.2%

从数据上看男女生在自信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年级也没

有显著差异。结合测试结果和日常观察发现高度自信者有较强的

个性，独立性强喜欢支配他人，善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有时会盛

气凌人，也有很强的上进心，能坚持努力；比较自信者有很大的

信心，而且有明确的目标，能听取别人的建议和劝告，较理智，

容易完成任务，对自己比较满意；相对自信者有一定的信心，但

缺乏主动性、坚韧性，遇事易气馁；不自信者，对自己满意程度

很低，人际交往中，很少主动，容易受他人控制和影响，目标不

明确，容易得过且过。相对自信者和不自信者均有自信心不足的

表现，占调查人数的 58.2%。

（二）高职生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结合测评结果和笔者日常工作中观察发现，高职生自信心不

足主要表现在：（1）目标缺乏，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没有明确的

目标，得过且过，混课堂混考试混毕业，即使有了短期的目标也

容易因困难而放弃。（2）主动性缺乏，依赖性较强，老师讲啥学

啥，仅限于课堂，不懂得知识点延伸和主动学习。（3）自律性较

差，容易沉迷网络无法自拔，在网络中寻找存在感价值感。（4）

耐挫力差，学习中稍微有点难度遇到挫折就自暴自弃。（5）坚韧

性不足，意志力薄弱，学习任务稍微重一点就开始抱怨，没有办

法很好的坚持。（6）自我认知偏差，看不到自身的优点和长处，

对自己的满意度低。

二、高职生自信心缺失原因分析

（一）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低

一方面由于高职教育是一个新生事物，办学历史短，大众对

高职教育认识不足，没有看到其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和重要性，

片面的地把高职教育理解为高校扩招后的“次高等教育”。另一

方面现行的招生制度的原因，高职生的录取批次靠后，分数不高，

就容易有些偏见，认为高职生文化水平低能力不足等。还有当下

的社会招聘对学历要求普遍偏高，也会导致高职生对高职教育是

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的认识不足，影响到学生自信心。

（二）高职生的自我认知偏差

笔者在一项关于“自我的优缺点”的作业中发现，很多学生

很难对自己进行合理的评价，在优点的项目中很多学生写得非常

的少而宽泛，而在缺点项目中往往可以罗列很多具体的问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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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生认为自己笨、记忆力不好、做事拖拉、懒惰、没有耐心、

学习能力差等，对自我的认可度较差。高职生大部分在中学阶段

成绩较差，较长时间被忽视和冷落，被贴上负面标签。由于他们

在多次的考试中屡战屡败，家长和老师对他们的期望也会下降，

长期的压抑、挫败感导致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发生偏差。依据传统

的教育评价体系，“唯分数论”直接导致这部分在学习中处于弱

势的学生对自我不认可，看不到自身的优点，自信心不足。

（三）学习生活中的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是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提出的，他用狗做实验，

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随机打开蜂音器，蜂音器一响，狗就被电击，

狗在笼子里努力挣扎但无法逃避电击。经过多次实验后，在电击

前，把笼门打开，蜂音器一响，狗不但不逃而是倒地呻吟和颤抖，

这就是习得性无助。人类的很多退缩行为也是因为习得性无助造

成的。有不少的高职生在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中，也曾经无数次

的努力过，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取得好成绩，学习中大部分时

间体验到的是失败的经历，所以一提到学习就头疼，在学习前就

开始畏惧逃避，对学习失去信心，形成习得性无助。

三、坚持以人为本，深入课程思政，重塑高职生自信心

笔者在新生入学调查中发现，很多学生在初入高职时都怀有

一定的期待和理想，入学后也曾有强烈的学习动机，想在大学里

重新开始，好好学习。但因自律性较差、耐挫力不够等自信心不

足导致的原因，随着学习内容和难度的增加，学生对待学习逐渐

消极被动，有的学生甚至逃避学习、沉迷网络，也有学生出现被

动地跟着课表混，混课堂混作业混毕业的情况。坚持以人为本，

关键要认清高职生自身的特点和问题，努力提高高职生自信心，

改善他们的自我认知，增加学习的动力。

（一）引导学生认清高职教育的本质，提高自信心

2014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 [2014]19 号）提出，专科高等职业院校要密切产学研合作，

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专科层次主要为企业培养高

素质高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重点突出对学生的技

能培养，这也是高职生和本科生的主要区别和优势所在，高职生

可以很好避开学习文化理论课程的短板，从技能着手，突出高职

生的优势，理论水平不一定高深，但可以争做高技能的大国工匠，

提高高职生的自信心。

（二）开展适合高职生的教学活动，扬长避短培养自信心

以人为本就是将学生作为根本，从满足学生需求的角度对教

学活动进行设计和规划，使教学活动的开展可以将人作为核心，

从高职生特点出发，进行课程设计，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实

践“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高职生在理论课程学习上有

明显短板，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尽量把理论性的内容结合实

用的技能或者案例来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布置相应的自学任

务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坚韧性，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

素养的培养。教师要建立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通过由浅入深的

教学安排，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获得成

功体验，从而提高自信心。

（三）创造机会让学生经历高峰体验，唤起自信心

高峰体验是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概念，是一种短暂的自我

实现，是一种瞬间的积极而成功的内心体验，它是实现人生目标

的强大动力。高职生由于中小学阶段学业上的挫败感，对课堂学

习缺乏主动性，引导高职生去感受更多“高峰体验”，让他们体

验更多的成功感，可以重新唤起他们的自信心。笔者在教学过程

中经常让学生参与到课堂的教学中来，课前布置任务让学生自学

课程内容，做好课件来给同学讲解，学生做“老师”，任课老师

和同学进行补充和点评，在点评过程中积极肯定学生做的好的模

块，比如知识讲解透彻、观点较为新颖、课件做到精美、语言表

达力强、时间把控较好等。让每一位展示的学生都可以看到自己

的闪光点，大部分同学表示完成任务过程中很有成就感，被老师

同学表扬后很开心。在不断地感受高峰体验中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和成就感，大大提高自信心。

（四）引导学生客观全面的评价自己，提高自我认可度

全面客观的评价学生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引导

学生既看到自己的缺点又看到自身的优势，提高自信心和自我认

可度。比如笔者对课堂上不爱听课、爱讲话的学生进行课后谈心，

邀请他们多参与案例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夸奖他们独到的见解和

其他的优点，学生体验到被认同被肯定的高峰体验，同时也可以

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上课也开始认真听讲。对于那些自我评价

特别低，或者负面评价较多的同学，引导班级同学进行优点轰炸，

一起看到他们的闪光点，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每一个个体都是独

一无二的，都有自身的个性特征和内在需求，教师要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利用好课堂观察和分析学生个体差异，引导学生客观

评价自己，提高自我认可度。

（五）引导学生树立目标，提高自我效能感

高职生目标感普遍较差，很多高职生迷失自我，找不到方向感，

学习上“60 分万岁”，得过且过，随波逐流。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做的推

测与判断，是人们对靠自身能力能不能完成某项工作的自信程度。

如果人们能推测完成某项工作自己是有能力完成而且成功可能性

较大，他就有极大可能采取行动。如何提高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

笔者在工作中经常和学生讨论目标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思考毕业

后想做什么？现状和目标的差距是什么？今天可以做点什么？引

导学生思考人生目标。由于学生的耐挫力和自律性较差，笔者更

注重学生切实可行的微目标的制定，比如今天完成什么任务？明

天做好什么事情？或者坚持做一件小事，比如每天背五个单词，

看一页书，不求大踏步前进，但求一点点进步，每天坚持做一些

事情，难度不大但又有成就感。实践证明很多学生通过微目标的

制定从而获得效能感，提高自信心。

本文是笔者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总结，也是课程思政在教学过

程中的探索，对高职生自信心的培养须以人为本，从高职生的特

点出发，从思想上引导学生正确客观的看待职业教育，减少学历

自卑。从教学规划上建立适合高职生的教学设计，扬长避短培养

自信心。从自我认知上引导学生客观看到自身的优缺点，做最好

的自己，从行为上引导学生建立微目标，从点滴的成长进步体验

效能感，提高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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