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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基础,构建了一种家校协同的高职院校学生干部培养模式。通过家庭与学

校的合作,挖掘学生干部的积极品质,增强其心理弹性,提升综合素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在提升

学生干部心理素质和综合素养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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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student cadre trai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the positive qualities of student cadres can be mined, thei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an be enhanced,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can be improv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ode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 cad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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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技术

技能传授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作为

学生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正日益受到重视。学生干部不仅在日

常的校园管理、学生活动组织和突发事件处置中发挥着桥梁和

纽带作用,更在塑造校园文化、传递正能量方面担任着引领者的

角色。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在学生干部队伍的培养过程中,仍面

临着不少挑战：例如,学生干部的选拔机制普遍存在不够完善的

问题,缺乏科学、透明的选拔标准；培养模式较为单一,难以满

足学生干部在知识、技能与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需求；

而考核激励机制的欠缺,则使得学生干部在承担职责时动力不

足、积极性不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学生干部自身的成长和

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阻碍了

校园文化的创新与进步。 

因此,探索并构建一种科学、系统、有效的学生干部培养模

式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引入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为学生干部搭建

一个既注重知识技能又关注内在素质提升的培养平台,将对提

高学生管理质量、优化校园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积极心理学作为一门关注个体积极品质、幸福

感与心理韧性的学科,为学生干部培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与此同时,家校协同作为一种整合家庭与学校资源的教育模式,

也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实践。本研究将积极心理学

与家校协同相结合,力图构建一种全新的高职院校学生干部培

养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注重学生干部在工作能力、组织协调和

创新实践等方面的提升,更在于通过心理激励和家庭支持,帮助

他们构建坚实的心理基础,实现情绪管理、压力应对和自我成长

的内在转变。 

1 理论基础 

积极心理学主张关注个体内在的积极品质和心理优势,通

过系统培养乐观、自信、坚韧等积极心理特质,来提升个体的心

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研究表明,拥有较强积极心理特质的学

生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其抗压能力和创新意识显著优于同龄

人。例如,一项针对300名高职学生干部的调查显示,拥有较高积

极心理素质的学生,其工作效率平均提升了18%[1]。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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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协同模式强调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深度合作,将家庭作为“第

一课堂”,通过家长的情感支持和实践参与,为学生提供额外的

资源和指导。将积极心理学与家校协同相结合,不仅能更全面地

挖掘学生干部的内在优势,还能通过双向互动增强其心理弹性,

促进个体在多重环境中的综合素养提升。 

2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家校协同培养模式的构建 

构建这一家校协同培养模式,主要经历了目标设定、实施路

径设计以及评价与反馈三个阶段,整个过程依托于理论指导、数

据支持与实践验证,确保模式科学合理、操作性强。 

2.1目标设定 

家庭作为学生的第一课堂,应关注学生干部的心理健康和

积极品质的培养。具体目标包括：构建稳定的家庭支持系统,

提升学生自信心与心理韧性。通过定期家庭活动,培养学生的责

任感、合作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数据显示,在家庭参与度较高

的班级中,学生干部的心理韧性平均提升了约15%[2]。 

学校方面则致力于通过系统的培养计划和实践活动,全

面提升学生干部的综合素质。主要目标包括：提升学生干部

的组织、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塑造积极

心态,促进自我管理和情绪调控。相关统计显示,在实施系统

培养计划后,学生干部的工作满意度和团队绩效分别提高了

12%和18%[3]。 

2.2实施路径 

为实现上述目标,培养模式从家庭、学校和家校协同三个层

面开展,具体路径如下： 

家庭层面建立家庭支持系统。鼓励家长参与学生干部的成

长过程,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如每季度召开家长座谈会。调研显

示,82%的家长认为定期沟通显著提升了孩子的自信心和心理韧

性[4]。开展家庭实践活动。组织家庭志愿服务、亲子阅读、家

庭拓展训练等活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试点数

据显示,参与家庭实践活动的学生干部在责任感评估中得分平

均提高了10分。 

学校层面完善选拔机制。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指导,构建科

学的学生干部选拔机制,不仅关注学业成绩和工作能力,更注重

心理素质和积极品质的考核。数据显示,新选拔机制下,合格率

提高了8%[5]。优化培养模式。通过系统培训课程(如心理健康教

育、团队拓展训练)和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心

理弹性。实施该模式后,干部在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

表现显著增强,分别提升了12%和15%。强化激励机制。建立以正

向反馈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如设立“积极之星”评选、颁发荣誉

证书等,通过公开表彰激发学生干部的工作热情和参与积极性,

调研结果显示,激励机制实施后,干部的工作热情提升了约

20%[6]。 

家校协同层面定期沟通与反馈。建立家校定期沟通平台,

如微信群、在线家校平台等,每月进行一次交流,及时反馈学生

干部的成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调查显示,定期反馈机制使得

90%的学生干部能够及时调整学习和工作状态。共同制定培养计

划。家庭与学校联合召开座谈会,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

明确培养目标、实施策略和考核标准。试点期间,有超过75%的

家长和教师认为这种联合制定的计划更能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

的需要。开展家校联合活动。组织家庭与学校联合参与的活动,

如联合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和文化交流等,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团队协作能力。数据显示,参与联合活动的学生干部团队

绩效提升了20%,社会实践能力显著增强[7]。 

2.3评价与反馈 

为确保培养模式的科学性和持续改进,建立了一套全面的

评价与反馈机制：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设计涵盖工作

能力、团队合作、心理素质、领导力和个人品质等维度的评价

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行为观察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

对学生干部的表现进行多角度评估。数据显示,指标体系的内部

一致性(Cronbach’s α)均在0.80以上,说明评价工具具有较高

的可靠性[8]。 

定期反馈与改进。定期(如每学期)进行评价反馈,通过数据

统计和家校双方的意见收集,及时发现培养过程中的不足,并调

整培养策略。统计结果显示,持续改进措施使得学生干部综合素

质的提升速度提高了15%,培养模式的满意度达到87%[9]。 

通过上述目标设定、实施路径和评价反馈等环节的有机结

合,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家校协同培养模式不仅构建了科学、系

统的培养体系,而且以数据为支撑,确保每一环节都有据可依、可

持续发展。 

3 实证研究 

3.1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某高职院校学生干部60人作为主要样本,同时

涵盖了他们的家长和辅导员,共计样本人数达到150人。研究采

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三种方式,全面收集学生干部

在培养现状、家庭支持情况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数据。在前

期调研基础上,设计并实施了为期一年的家校协同培养模式。研

究期间,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数据采集,确保能够动态跟踪培养模

式对学生干部各项素质提升的影响,为实证效果提供连续性数

据支持。 

3.2研究结果 

3.2.1学生干部心理素质的提升 

自信心：通过问卷测评,干预前学生干部自信心平均得分为

70分(满分100分),经过一年的家校协同培养后,自信心平均得

分提升至82分,增长幅度达到17%。访谈中,约85%的学生干部表

示,在家长的情感支持和学校心理辅导相结合的帮助下,他们在

面对困难时能更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 

心理韧性：心理韧性得分在干预前的均值为68分,经干预后

提高至81分,提升率约为19%。此外,实地观察记录显示,参与培

养模式的学生干部在面对突发问题时的应对速度明显加快,情

绪波动明显减少,整体心理状态趋于平稳。 

积极心态：调查结果表明,干预前只有62%的学生干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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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积极心态,而干预后这一比例上升到78%,表明家校协同模

式显著改善了学生干部的情绪管理和压力调控能力[10]。 

3.2.2学生干部综合素养的提升 

组织能力：问卷中对组织能力的评价在干预前平均得分为

72分,经培训和实践活动后,平均得分上升至85分,提升约18%。 

沟通能力：原本沟通能力得分为74分,经过家校联合沟通平

台和实践锻炼,平均得分达到88分,相关性分析显示沟通能力的

提升与团队绩效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0.76,p<0.05)。 

团队协作能力：团队协作得分从干预前的70分上升到80分,

提升幅度约为14%。访谈中,多数学生干部和团队成员均反映,

通过家校协同活动,他们在团队内的互动和协同解决问题能力

有了显著改善。 

工作积极性与成就感：干预后,60%的学生干部表示工作积

极性有明显提升,工作成就感增加了约25%。这部分数据通过定

期的满意度调查及实际工作成果展示得到了进一步验证[11]。 

3.2.3家校协同的积极效果 

家庭支持与学校指导的融合：在实施家校协同模式后,家长

参与度显著提高。问卷结果显示,家长与学校定期沟通的频率由

原先每学期一次增加到每月一次,参与度由55%提升至85%。 

教育合力的形成：家校双方联合制定的培养计划得到了80%

以上的家长和辅导员的一致认可,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有助于形

成统一、科学的育人策略。 

联合活动的效果：家校联合活动,如家庭与学校共同参与的

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和文化交流等,使学生干部的社会责任感和

团队协作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数据表明,参与联合活动的学生

干部在社会实践能力评估中得分提升了20%,团队协作能力也提

高了15%[12]。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构建了一种家校协同

的高职院校学生干部培养模式。通过家庭与学校的合作,挖掘学

生干部的积极品质,增强其心理弹性,提升综合素养。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该模式在提升学生干部心理素质和综合素养方面具

有显著效果。 

然而,家校协同培养模式的实施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家庭参

与度不足、家校沟通不畅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进一步

完善家校协同机制,提高家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优化家校沟通

渠道,确保家校协同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同时,应进一步探索

积极心理学在高职院校学生干部培养中的应用路径,不断完善

培养模式,为高职院校学生干部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更科学、更有

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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