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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职学生发展研究，促进中职创新发展

上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　高德毅

　　教育环境、教育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求进一步提高决策的战略性、科学化

和专业化水平，而科学研究对于决策咨询起着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多年来，上海始终坚持德育决策咨询的原则，始终坚持德育研究先行的原则，不

断提高德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尤其是在中央８号文件颁布以后，上海进一步

强化了在德育研究上的科学决策理念，针对德育工作中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主动

应对，超前谋划，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德育攻关研究，推动德育研究与德育

决策的良性循环。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上海启动了“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近年来又相继启动了上海

研究生发展报告和上海中小学生发展报告。此次开展的“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发展报告”，不仅是上海、也是全国首个以中职学生为对象而进行的发展状况研究，又

一次填补了空白。

职业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劳动者，中职生素

质的高低，对于提升上海企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增强未来城市的整体竞争力，有力

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随着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

教育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今天，社会、企业对中职用人标准正从“实用型”转变为

“综合素养型”，除了岗位所需要的技能之外，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合作意识、自主发

展能力等综合素养已经成为影响职业教育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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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发展职业

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

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做精、做特、做强

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完善职业教育评

价体系，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输送知识型、发展型技能人才。”

加强中职学生发展研究，主动回应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贯彻落实国家及上

海规划纲要对中职发展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要求，是进一步推动中职发展、创新中职德育的重要基础。

中职学生是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的调研显示，虽然许多中职学生因中考失利导致

自卑受挫，有着被社会认同的强烈需求，但他们的整体价值取向是积极向上的，在当

前拜金主义和功利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更为看重亲情、健康、友情，并普遍具有为祖国

做贡献的愿望。调研还显示，中职学生身心发展上所凸显出来的特质与问题不是一

朝一夕形成的，它不仅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也与习惯养成、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有

着很大关联。

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正视学生的发展特点，尊重他们原有

的基础，帮助他们不断提升，塑造完整的人格。只有科学研究中职学生的发展状况，

尤其是被称为“９０后”一代的中职学生的思想特征和行为方式，才能做到一把钥匙开

启一把心灵之锁。

同时，如何发挥学校对中职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把德育工作摆在

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纳入中职教育的全过程，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如何进

一步加强中职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他正确的认识自我、合理定位；如何加

强校企合作，建立更为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和实践模式；如何帮助学生在“学习技能”

的同时“学会做人”，让他们在学校自信发展，体验成功；如何通过促进家校互动、改善

学校环境、联手社区街道、加强网络引导，帮助中职学生更好的成长等等；这些问题的

解答也需要从科学研究中得到启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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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要走在与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前沿，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

为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要

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新一代劳动者的迫切需要。

希望借助此次调研，能对破解中职教育，尤其是中职德育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

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努力使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根据上海社会经济

发展的要求和中职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规律，不断探索中职德育工作机制，创新德育途

径和方法，展开富有成效的工作；努力形成以学校为主体，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教育、管

理和培训学生的教学实践新模式；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生

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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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发展报告

计　琳　赵　锋　徐　星

一、关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报告”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近１０年）以来取得

了重大成就，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培养了一大

批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素质技能人才，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

保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１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往经济发展对自然

资源的争夺正逐渐转移到对知识、技能和人才资源的竞争上，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家

竞争力的增强日益取决于人力资源的质量及人才结构的合理性。作为人力资源供给

的重要输出地，职业教育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从国内

大环境来看，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教育

部也明确把职业教育确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２００５年国

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到２０１０年，中等职业

教育招生规模达到８００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为社会输送２５００多万

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每年培训城乡劳动者上亿人次，使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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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高。目前，我国在校中职学生已达到２０００多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业后将

直接跨进社会，步入职业生涯，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大军的重要来源。他们的素质如

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大军的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虽然近年来，在国家的重视和政策引导下，中职学校对学生技能的重视程度有了

显著提升，也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肯定，但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日益考验

着中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岗位所需的技能，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沟通交

往能力、合作意识、自主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正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也已成

为影响职业教育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中职学生的发展状况进行研

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２．上海城市自身发展的需求

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上海经过近几十年的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成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已成为上海的主要产业，并且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制

度建设、投资环境改善、精神文化产品开发、生活设施改善等诸多方面都有了显著变

化。当前，上海经济正处于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上海的中等职业教育如何为

上海经济社会转型提供更优质的技能人力资源，直接关系到上海城市自身的良性和

可持续发展。

进入新千年，国务院同意并批复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９—２０２０年）》。

《总体规划》明确指出：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

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增强城市功能，把上海建设成为

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之一。同时，“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九大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这就为我们的中等职业教育创造了大量的技能人才需求，但同

时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为经济发展直接输送一线技能、管理人才的职业教育，我

们不仅要了解行业企业对人才的数量需求，更要了解其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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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生发展状况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现在正在培养的学生的

特点，以找出其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

３．教育发展的需求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普通教育的发展历程相比，仍处于

发展的初级阶段。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职业教

育，甚至很需要职业教育，它不仅支撑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也承担着确保社会稳定的

重任。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加毕业生就业，提升学生的发展后劲，是中职教育

亟需解决的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发展职业

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

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对发展职业教育的

意义、重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做精、做特、做强职业教育，改

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完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为经

济转型和社会进步输送知识型、发展型技能人才。

由此，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重视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通过研究，有助于了解职业教育的现状，分

析发展瓶颈，找出建议和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中职学生发展状况专题研究有

助于摸清当前中职学生的整体特征，为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

依据。

　　（二）研究重点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当前中职学生在学习生活状况、素质特征、发展能力等

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及中职学生在专业技能、综合素质、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非智力

因素方面的发展情况，以及这些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从而为更好地培养中职学生，推

动中职教育发展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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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不同区域的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

情况”的研究，按研究地域范围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四大部分：有关全国中等职业教

育发展概况的研究；有关某个省、市中等职业教育情况的研究；有关农村地区中等职

业教育情况的研究；有关“国外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

二是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题研究，主要涉及教育理念、管理模式、专业建设、

课程教学、德育活动及学制改革等。

在上述众多研究成果和资料文献中，针对中职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以上海中

职学生为对象、对其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还是第一次，本课题将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同时，课题将根据调研结果形成“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评价指标框架研究报

告”，这在上海也属首次，并将对今后长期研究中职生的发展变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此外，本课题的有效调查人数达到三万余人，这也是上海各类学生发展调研中规

模最大的一次。

本课题将以上海现有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他们在发展

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影响其发展的非智力因素，并探寻解决之道，最后为相关

问题的改善和解决提供具体的建议和措施，以供相关决策部门参考。

　　（三）研究成果

本课题历时两年，通过问卷法、访谈法、文献法等研究方法，共完成十万余字的研

究报告。

完成“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三万余人的大型调查，并最

终形成一个总报告、一个指标框架研究报告和三个专题报告。分别是：

１．总报告：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报告

２．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评价指标框架研究报告

３．专题报告一：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研究报告

４．专题报告二：影响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报告

５．专题报告三：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素养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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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报告”综述

　　（一）基本情况

１．学生基本情况

按照课题确定的抽样方案，此次调查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７日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２日

在上海教育新闻网上进行，对象为本市７３所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共计３３８５８人，

其中男生１８８７４人，所占比例为５５．７４％；女生１４８８０人，所占比例为４３９５％（１０４

人未予回答）。按年级划分，一至四年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３６１８％、３２７４％、

２４０７％和６７０％，主要以一、二年级学生为主（１０４人未予回答）。其中为独生子女

身份的占８１６９％，占绝大多数；非独生子女的比例为１８００％（１０４人未予

回答）。　　

２家庭基本情况

从此次调研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职生多为独生子女；在父母工作情况方面，中

职生的父母为工人或普通公司职员的比例很高，分别为４７０９％和４８１５％，基本达

到所有工作岗位种类的一半；其他各种工作岗位种类比例之和的父母亲分别为

４６７３％和３７９２％；无业父母亲所占比例分别为６１８％和１３３９％，母亲无业的比例

明显高于父亲，约为父亲的两倍。具体情况及两者的比较详见表１。

表１　中职生父母亲工作情况

工　作　岗　位　种　类 父亲所占比例 母亲所占比例

工人或公司职员 ４７０９％ ４８１５％

农民或渔民 ４８７％ ４９９％

军人 １３５％ ０９４％

公务员（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警察等） ４２４％ ２９０％

个体工商业者 ８５８％ ６８６％

进城农民工 ２３１％ ２０６％

私营企业主 ６２６％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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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工　作　岗　位　种　类 父亲所占比例 母亲所占比例

企业管理人员 ５１１％ ４６５％

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９１％ ４７６％

无业 ６１８％ １３３９％

其他 ５２４％ ４２１％

　　在家庭收入方面，“年总收入６万元以下”的比例达到７３３４％，其中“年总收入

２．５万元以下”的占到３５８６％。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表２　中职生家庭年总收入情况

年总收入区间 所占百分比

２．５万元以下（１） ３５８６％

２．５万元以上，６万以下（２） ３７４８％

６万元以上，１２万元以下（３） １６７４％

１２万元以上（４） ９９２％

　　在个人生活费的主要来源方面，“来源于父母”的比例为８８２８％，“来源于打工”

的比例为所有调查来源项的第二位，达４３７％；其次为“学校或者国家资助”，比例为

２５９％；次之为“亲友”，为２２２％；再次为“其他来源”，为１０２％；比例最小的为“借

贷”，占０９２％，未选的占０．６％。可见，中职生的生活费绝大部分来源于父母，形成

以家庭支出为主，自己打工和学校／国家资助为辅的情况。

３学生对中职教育的认知

在对“你原本想升入的学校”一题的调查中，答案为“普通高中”的占５３３０％，为

“中等职业学校”的占４６３９％，未选的占０．３１％。两者比例相差约为７个百分点，基

本持平。可见，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较高，与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一致，基

本达到普职比１∶１。

在选择就读中职的原因方面，选择“因为成绩不理想，考不上高中”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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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７％；因为“自己的兴趣特长”的占１９６４％；认为“中职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占

１５５３％；“父母或者老师的决定”的占１２９９％；因为“读中职可以早点工作挣钱”的

占５７４％；“对所就读学校比较了解”的占１５８％；“其他原因”的占４２５％。可见，中

职生对未来的认知不够全面，因此在选择中职就读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只有

约五分之一的学生是因为符合自己的兴趣特长而就读中职学校，只有约１５％的学生

是认为中职发展前景较好而就读中职学校。可见，中职生对未来的认知不够全面，因

此在选择中职就读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

　　（二）身心健康

本次还调研了中职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情况，主要分为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两部

分，其中有０．３３％的学生未进行选择。

１体质健康

关于体质健康，主要关注当前中职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方式、体育锻炼等方

面内容。

（１）对自身身体情况的认识

根据个人的自我报告，中职生认为自己身体“很好”的１１４７６人，占３３８９％；“良

好”的有１５１６７人，占４４８０％；“一般”的有６０９１人，占１７９９％；“较差”的有８７７人，

占２５９％；“很差”的有２４７人，占０７３％。其中占７８６９％的被访对象认为自己身体

“很好”或“良好”，认为自己身体“较差”或“很差”的只有２９９％。因此，当前大部分

中职生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比较乐观。

图１　中职生对自身身体情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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