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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使命：让每一个学生增值并走向成功

方雪梅

题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是道器统一的教育。高职院校的教育，不仅要为学

生的第一份工作做准备，更要为他们未来的成功人生奠基。

如果说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是品牌，学校的专业是根本，那么在品牌和根

本之外，还必须十分关注学生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的发展。多年来，学院始终

围绕“班组长”型人才培养目标，抓住“立德树人”这一德育之魂，以“大学生

成功素质教育”为主线，针对学生的素质现状与身心特点、年龄特点和终身发展

需求，对“成功”概念进行了更切乎实际的诠释：和自己比，做最好的你；和昨

天比，做发展的你；和他人比，做独特的你。围绕“成功职业设计导航”、“成功

素质拓展训练”、“成功素质测评提升”和“成功素质市场认同”等四个环节，将

“课堂教学”和“实践体验”融为一体，为学生量身定做了一套系统的成才成功

方案，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

校内外活动中广泛参与，在

参与中用心体验，在体验中

积极创造，学生的综合技能

和成功素质得到了有效的

“增值”。近年来，学院毕

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5%以

上，20%的毕业生能在 3-5

年内走上“班组长”以上管

理岗位，3%左右的毕业生成

功自主创业，学院因此被称

为培养现代企业“班组长”

和“小老板”的摇篮。

班会课堂：三尺讲台变成功教育大场所

班会课堂教学是推行成功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可班会课上什么？怎么上？是

一连串要紧的问题。于是，学院专门成立课题组，并于 2008 年成功申报省教育

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高职大学生成功素质教育研究”，致力于编写一

套成功素质课程教材，并以生动活泼的授课方式对学生进行系列培训。经过几年

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组在 2006 年出版的《高职生成功引导》的基础上，2011 年

又出版了《相信自己，做最好的你》高职生励志教材，围绕学生成功素质培养确

定了“职业生涯模块、成功心理模块、人际交往模块、文明礼仪模块”等十大模

块，每个模块设置一些主题如 “规划，寻找成功的方向”、“情绪，成功路上把

稳舵”等，学工条线所有教师集体备课，充分利用班会课，面向全院学生集体施

训，班主任、辅导员成为了学生追求成功道路上的引领者。

为进一步收到实效，分管学生工作的沈春英副院长，亲自走上讲台，围绕“劳

动日”主题进行教学示范，她从主人洒扫门庭待客的生活感悟切入，通过形象的



类比强调劳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从学生未来人生幸福、企业 5S 管理需求

为出发点，借助校园生活、家庭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案例，让学生在聆听、观看、

交流与感悟中打消对劳动的抵触情绪，明白“学劳动、爱劳动、会劳动，其实是

学做人”的深刻道理，她甚至现场示范起如何擦桌子，告诉同学其中包含哪些劳

动技能等。明白晓畅的说理，亲力亲为的示范，使学生明白了劳动并不是学校凭

空加给他们的一项硬任务，他们不再将劳动视为苦差事。于是，在每个“劳动日”，

校园里都能看到学生们在校园主干道、包干区认真劳动的身影。学工处陈斌处长

说：能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其实就不简单。劳动日制度的建立，就是要通过校园

劳动实践专题教育，培育学生的劳动品质，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11 级高分子

班吕婧同学深有感触地说：“劳动创造了美。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参加

劳动，还要会劳动，更要能享受到劳动所带来的快乐。”在今年的 3月 5 日学雷

锋日，计算机系学生自发提起水桶、拿上抹布，走向校园停车场为老师们免费擦

洗车辆；机电系的同学兵分三路，将学院附近的公交车站牌进行了统一清洗；而

化纺系学生则对校园里的河道进行了垃圾打捞……

小小班会课成为了学生接受职业素养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学院率先在高

职院校中将班会课纳入教学督导工作体系，院系两级领导不断深入班会课堂从

“教育主题、过程设计、学生参与、教师引导、班会效果”等方面对班会课进行

督导，将以班会课为平台的成功素质教育推向了求实、求新的境界。

社会实践：小岗位中也有大作为

“大二的暑假，我在熟人的介绍

下来到扬州一家建筑安装公司实习。

早上四点多就要到工地，放线，在指

定位置下方遛砣，架仪器，读数、测

量、划线、弹线等，炎热的夏天，时

间就在这样紧张而单调的重复中过去

了，我却在这一次次重复中改掉了浮

躁的毛病，变得细致而有责任心。”这

是10建工2班曾宇翔同学参加社会实

践后写的体会。

确实，成功素质的获得单靠上课

是不够的，还要靠用心实践来不断养

成。我院很多创业成功的毕业生，如

山东亿家能太阳能公司江阴地区的总

代理徐仁鸿，上海翌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朱明波，苏州市百莱特婚纱礼

服厂创始人钟卫祥，江阴市瑞肯液压

机械有限公司老板庄晓勇等，无不是

在校期间就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的。“社会实践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未来发展的第

一桶金，更多的是对形势的分析判断能力、对机会的辨别和抢抓能力以及吃苦耐

劳精神等诸多方面的提升。” 徐仁鸿这样说。

因此，寒暑假、节日期间，团委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组

织大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

等社会实践活动。团委张新华书记介绍说，社会实践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



划和教学大纲，规定学时和学分，每人每学期必须完成 40 小时无偿服务和 60

小时有偿服务；大学期间每人要完成 240 个积点，才能顺利获得毕业证书。目前，

学院与宏图三胞、江阴移动、肯德基、大润发等 50 多家单位签订了实践基地协

议。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第 19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11 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中

华龙舟大赛等大型活动中，我院积极组织招募、培训、管理青年志愿者 1000 余

名，青年志愿者们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严明的纪律和出色的服务受到了广泛的

好评。学院还组织青年学生参加第五届江苏省职业规划大赛，机电系周洋同学以

优异的成绩获“十佳规划之星”称号。

近年来，我院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逐步走向了制度化、多样化、专业化、

基地化、长期化和规范化，先后获得“江阴市十佳志愿者服务优秀集体”、“无锡

市五四红旗团委”、“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等多个荣誉称号。

社团活动：实现 1+1〉2 的人生增值

近两年，我院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目前已拥有院系社团 56 个，

涵盖科技竞赛、论坛展览、文娱文化、社会公益等多个领域，尤其是瞭窥学社、

紫铃园话剧社、红十字协会、礼仪志愿者、舞龙队、舞蹈队、书画协会、原厂影

像工作室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活动，在学校、江阴乃至无锡都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2012 年紫铃园的《分手大师》在华西一元剧场上演，瞭窥学社大

型话剧《暗恋桃花源》在校内公演，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红舞鞋舞蹈《水

龙吟》在江阴市广场舞比赛中荣获特等奖；尤其是原厂影像工作室自编、自导、

自演、自拍的江阴本土微电影《撞车禁》，历经两个月的紧张拍摄，近日在市文

化馆剧场隆重首映。导演周箭老师介绍说，该片将去北京、西安等地参映，并参

加金鸡百花电影节以及金马奖的微电影单元。此前该工作室出品的《追梦》和《爱

无声》两部微电影，在“魅力无锡 青春故事”微电影征集展评上分别获得了二

等奖、三等奖。

为保证社团的持续发展，学院尝试将社团建设与选修课有机结合，从剧团、

群艺馆、音乐/舞蹈协会等社会艺术机构聘用兼职教师，在有限的课时里对学生

进行专业指导。2010 年 9 月，学院正式将艺术类社团课程纳入学院公选课教学

计划。为保证学生技能学习的持续性和连贯性，规定学生修满至少 6个学分，从

而形成了公共艺术选修课教学与艺术实践活动指导相结合的课程体系。目前已开

设竹笛、葫芦丝、舞蹈、吉他、舞龙、街舞、化妆等七门课程。

利用社团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养，是社团发挥的又一项功能。如艺术设计系

学生干部“无极拓展 1+1＞2”素质拓展培训项目中，引入大学生讲师团成员进

行理论教学。2006 年成立以来，大学生讲师团在张巍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已成

功完成了对六届新生的入学教育活动，帮助大一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环境，激发

其成功渴望。另一方面，则和社会机构合作开展户外素质拓展训练。如与中国移

动江阴分公司、江阴野象拓展合作，围绕“激发潜能、超越自我”主题进行素质

拓展训练。此间，学生参与的不是一个任务型的活动，得到的也不是一次简单的

经历，而是在学习活动中磨练了意志，激发了创造潜能，增强了沟通协作能力等

综合素养，实现了 1+1＞2 的人生增值。

心理教育：从美丽心灵到幸福人生

2012 级新生小李在例行普查中“你认为自己有心理问题吗”一栏中赫然写

着“觉得活着没意思，时刻想到死”， 心理辅导老师赵盈吟发现了这一情况，及



时找到小李和他进行了 15 分钟的面谈，小李说他从高二开始就尝试着用不同的

方式轻生，例如跳楼、拧煤气、吃安眠药等。在征得他的同意后，他们约定了每

周一次的咨询。在做过“房树人”人格测试后，经过深入交谈，了解小李同学高

中时感情受挫的经历后，赵老师明确了疏导方向，经常给小李进行催眠暗示、想

象放松训练，慢慢地，李同学不再问“老师，你觉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了，半

年下来，小李性格日益开朗，与同学间的交往也主动多了。心理老师朱乾介绍说，

每年心协会帮助很多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解决人际沟通问题、强迫症、

认知偏差、抑郁情绪、创伤性心理障碍等问题，还会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宣传

教育活动，如大学生心理知识竞赛、“心理健康知识沙龙”、感恩卡设计发放、

心理情景剧大赛、学生干部心理素质培训等，从课堂内到课堂外，从耳听眼看到

动手参与，从建设美丽心灵到关注你我成功，让同学们对心理健康多了些感性体

验和理性认识。

此外，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还建立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汇

报制度，要求各系各班心育委

员每月末要填写《班级学生心

理晴雨表》，并向班主任和辅

导员汇报本班同学本月的心理

健康状况。为实现心理健康教

育的全员覆盖，2012 年学院以

“必选课”形式开设了《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由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的两名专职教师和系

心理健康辅导员共同承担教学

任务。教学实践之余，他们不

断加强理论研究，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持的省级课题《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研

究》已结题，正式发表的省级以上心理论文 20 余篇，其中 1篇获省一等奖。

学院的成功素质教育无处不在，职业环境的熏陶、老师的言传身教等，如同

一个染缸，学生长时期浸淫其中慢慢就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前不

久，11 旅游 2 班、3班对班级管理模式进行了创新，将旅游人才职业素养要求与

旅游专业的班级管理相结合，通过教室环境的综合改造，让教室成为酒店或旅行

社的一个管理部门，这样学生一进入教室自然就有了职业人意识。笔者还曾经接

触到一个来自洪泽的 2012 级同学，因为家境贫困开学报到工作结束了她还没有

来报到，老师电话了解情况后，学工处陆斌副处长立即联系了洪泽县民政局，帮

助该同学联系好助学贷款事宜，两天后这位女生如愿来到学校报到。“教育没有

拒绝的权利。”陆斌老师说。为此，学院每年发放奖惩免贷等助学金额 600 万，

受惠学生 2200 多名，还千方百计争取社会资金。2009 年爱国华侨顾铁华、费肇

芬夫妇在我院捐资 100 万元设立了“育华教育基金”，2013 年顾铁华、费肇芬夫

妇还将加大投入继续资助贫困学生成长成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叶鉴铭院长说得好，为什么我们学会开车以后不会再回

驾校看教练，而我们的学生毕业很多年后对母校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关键在于

高职不是培训中心，而是大学，有一群怀有使命的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熏陶和引

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