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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在教育改革上的不断深入，使普及式高职教育管理模式逐渐被推广开。高职院校从传统教

育管理模式向普及式高职教育管理模式的转变，有助于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针对高职院校的学

生特点进行分析，为普及式高职教育管理模式的构建提供思路，为建立普及式高职教育管理模式积极

寻求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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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the universal management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 to univers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vides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 and actively seek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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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下，我国高职院校在教育目标与教育管

理理念上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为了满

足高职学生的发展需求，高职院校必须

抛弃传统的教育管理理念。普及式教育

管理模式作为当前在教育改革影响下诞

生的创新型教育管理模式，对学生的发

展和高职院校的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 

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具有较为鲜明的

主体意识与竞争意识，但在科学精神与

人文素养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以个

人价值为本位的价值目标短期化、价值

取向功利化问题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

主流思想积极向上，渴望入党、升本、

考研，希望能在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

人生价值，期望以后能有体面的工作与

社会地位，但缺乏毅力与吃苦精神，面

对困难容易逃避，目标与现实情况脱节；

对于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高，喜欢追求

新的知识，主动学习的能动力欠缺；民

主意识与自我意识强，对于规章制度与

集体观念较为淡薄，不喜欢受到约束，

自我约束力差；待人接物注重礼仪，但

缺少奉献精神，当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

基本不会做出让步。 

2 普及式高职教育管理模式的

构建思路 

2.1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我国现代教育发展迅猛，“以人为

本”的教育管理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师

生的推崇。“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

要求学校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角度

出发。在满足学生日常学习需求的同时，

高职院校也要加强对学生技能的培养，

帮助学生成长为有知识、有技术的综合

型人才。在高职院校的日常教学中，教

师要充分发掘学生的发展潜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以现代教育理念的眼光

来培养学生，从而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

教育目标。 

2.2以素质教育为管理的核心任务 

高职院校的办学初衷是为社会提供

更多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我国当前所

欠缺的是综合型人才，而素质教育的核

心目标就是为社会培养综合型人才。在

素质教育的影响下，综合型人才既需要

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又要具备较强的社

会责任感与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此外，

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

能，具有更加多样的性格特点与特长。 

2.3实行全方位的过程管理 

在高等教育中，高等职业教育是其

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培养目标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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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存在较大差

异，高职学生在文化基础、行为特点和

自我约束能力方面，也与普通高校学生

存在明显不同。因此，高职院校在学生

培养与管理上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有针

对性地开展学生素质培养工作。高职学

生普遍具有不成熟的特点，容易被大学

里单一的学习管理模式所影响，对此要

采取更加具体的指导方式，通过实行全

方位的过程管理，加强对高职学生的纪

律约束。 

3 建立普及式高职教育管理模

式的对策 

3.1强化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引导 

高职院校可以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来加强学生的政治素养，组建起学生

骨干队伍，通过开展政治学习、入党积

极分子评选、党课教育等形式引导学生

积极进取，帮助学生更好的培养责任意

识，充分发挥学生骨干在教育管理中的

带头作用。其次，为了保障学生的生活

与教学秩序，高职院校要坚持实行晚自

习与早操制度，对课堂出勤率与到课率

严加管控，并随机抽查宿舍卫生情况，

借此加强一部分自控能力较差学生的自

我约束力，同时能够有效避免学生由于

自身问题导致的不及格、难毕业等情况。

此外，还要时常开展一些主题教育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明确指出校园

中的各种不文明行为，以加强对学生个

人素质的培养。 

3.2制定不同时期全方位的过程

管理 

素质教育要想充分融入教育管理

中，就需要结合不同阶段的学生特点，

制定针对性的教育管理模式，从而满足

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全面发展需求。针对

大一的学生要以引导式的强化管理为

主。对于刚刚接触大学生活的大一学生

来说，在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中，他们

所表现出的自控能力普遍较差，因此加

强对大一学生的管理十分有必要。通过

早操、晚自习等方式约束大一学生的行

为习惯，帮助他们更快适应大学生活，

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转变，同时促

进学生基础素养的培养。对于大二的学

生以发掘潜能为主，采取指导式管理。

大二作为高职学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

要在这一阶段树立奋斗目标。因此，高

职院校要帮助学生拓展视野，通过开展

多样的校园活动，充分给予学生展现自

我的机会，锻炼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对大三学生来说，要以践行实施的管理

方式为主。大三学生对于社会产生了相

对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未来的规划

更加趋向实际。此时的教育管理要侧重

对学生专业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帮

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充分运用到实际生活

当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模拟社

会职场环境帮助学生磨炼专业技能，为

以后学生就业岗位提供建议和帮助。 

3.3创新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 

高职院校管理模式的创新需要从传

统思想理念的转变入手。校园管理在思

想与理念上都需要做出创新，而不是一

味地遵循传统而拒绝寻求突破。在正确

的指导观念下，高职教育要坚持以人为

本，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坚持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与职业

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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