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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成教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思政教育探索
徐登喜

(浙江工贸职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自考助学机构作为培养人才的阵地之一，对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全日制自考助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从事全日制自考助学管理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方面。针对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探索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方

法，是自考助学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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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ult Education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Vocational College
XU Deng-xi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alents cultivating institutions, the institution for self-taught student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er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elf-taught students, workers who are

engaged in adult education face a new challenge, especially on the aspec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adult edu-

cation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adult

edu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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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考，是对自学者进行

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级考试，是个人

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

式，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以个人自主学习为基础，以国家统一考试

为主导[1]，社会助学则是将自学者与国家考试联系

起来的桥梁[2]。自20 世纪80 年代试点以来，自考推

进了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发展，为国

家培养了一系列人才。

近些年，随着高等教育全日制自考助学办学体

制的完善以及教学资源的日益丰富，再加终身化学

习理念的广泛认同，自考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以自考脱产的学习形式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随着

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的特

点越来越明显，自考助学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也由此

面临新的困境，如何根据学生自身情况，有效解决

问题，提高工作效率，是当前自考助学学生管理工

作的首要任务。

一、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分析
总体分析，自考学生群体也是社会优秀的群体

之一。他们求学、成才愿望强烈，抗挫折性和个体

自主的能力较强，尤其不服输，敢于直面困难，勇

于挑战自我等方面与普通高校的全日制学生比有优

势。他们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强，创新潜力大。这

些学生接触电脑等高端通讯设备的机会多，获得最

新的资讯和所需信息量的速度快，开阔了他们的视

野，拓展了他们的思维空间，许多学生在创新创意

方面有巨大的潜能。但是，就这一群体间的比较分

析，不足和差距也较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学生个人基本情况多样，文化素质参差

不齐。自考助学班生源主要来自于应届或往届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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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榜生，以及部分中专、职高毕业生，不需要

参加入学考试即可进入学校学习，因此导致生源素

质参差不齐，专业素质起点和接受能力相差悬殊。

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不同起点的学生得到优势的最

大发展，使学校的教学组织、课程安排，以及教师

的教学方法应用，都带来许多困难。

（二）专业基础知识相对薄弱[1]，职业化、专业

化教育的难度增大。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绝大多数

是参加普通高考的落榜生。由于全日制自考助学入

学门槛低，专业文化素质起点差距大[2]，学校的专

业教育，特别是与高等教育相匹配的专业文化素质

和职业素养的教育需要“补课”的内容多，任务

重，教育难度比全日制生要大得多。

（三）家庭条件优越，依赖性强。不少自考生

的家庭物质条件丰厚，父母对其子女抱有一种补偿

心理，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在物质生活上尽

量满足学生的各种要求，并且包办各类事务，致使

学生养成了较强的依赖感，缺乏吃苦精神。这类学

生虽然不是多数，但他们对学生的影响较大，教育

的难度也较大。

（四）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淡薄。有的学

生将在高中时期养成的一些不良的学习、生活习惯

带入，在大学学习期间，参加班集体建设和班级的

各项活动的积极性较差，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班

集体活动难以顺利开展。

二、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现状与面临的困境

（一）工作表面化，缺乏实效性。目前大多思

政教育活动都趋向形式化，走过场，没有与学生的

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实效性不强。

（二） 理论教育多于实践。“说”的多不如

“做”的多，自考助学的学生也是希望在就学期间

能各个方面能力得到提升，但现在的思政教育工作

却恰是理论教育多于实践，学生听的多，却没有机

会运用到实践中去。

（三）工作开展形式单一，缺乏创新。面对现

在自考政策和学生生源的变化，思政教育工作的开

展却依然走老路子，开展形式缺少创意创新。

（四）思政教育工作在自考助学学生管理中处

于“边缘地带”。目前很多自考助学单位更重视经

济效益，对学生管理要求简单，对学生的思政教育

工作并不重视，这就使得目前对自考助学学生的思

政教育研究也比较少。

（五）自考助学学生群体呈现特点多样性。自

考助学的生源来源广，学生素质复杂多样，增加了

思政教育工作开展的难度。

三、全日制自考助学学生思政教育工作
的方法与路径

（一）学生思政教育与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

根据高校自身办学硬件条件和师资力量，以及社会

对人才质量要求，校方与行业、用人单位一起制定

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并严格按制定的教

学计划实施，同时根据教学评估结果逐步完善。

（二）学生思政教育与学风建设相结合。针对

自考生基础知识薄弱、学习能力差、自我约束力不

强的特点[3]，学校应狠抓学风建设，同时督促任课

教师要加强课堂纪律管理，加强学生考勤及采取课

前点名和抽查点名相结合的措施。对无故旷课数量

较多的学生，学校及班主任应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也要及时反馈给家长，通过与家长沟通，端正学生

学习态度。

（三）学生思政教育与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相

结合。建设一支个人素质高、专业技能强、责任心

强、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思政队伍是搞好学生思政

工作的基础。思政教师要深入学生之中，关心学生

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状况，预防

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及时排解学生矛盾。定

期召开思政工作分析会，及时通报学生近期在校情

况。并定期进行思政教育业务培训，分阶段总结、

交流工作经验，提升管理能力。

（四）学生思政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相结合。营造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氛

围，班级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主题班会，出好主题黑板报；通过家、校携手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社会主义新风

气；同时积极开展学雷锋服务活动，组织学生走出

校园、走向社区，积极参加各类体验活动。通过系

列活动，大力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社会风尚，在实践中引导学生传承雷锋精神，提高

思想道德修养。抓好“三爱”教育的先进典型，激

励广大学生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形成

崇尚科学、乐于奉献、心系祖国的校园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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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生思政教育与学生党团建工作相结

合。高校党团组织对学生思政教育发挥向导和保证的

作用、载体和渠道的作用、推动和落实的作用[4]，这

是连接学校和广大学生的桥梁和纽带。而学生党支

部是整个学生群体的排头兵和领头雁，是校园文化

的主要组织者和倡导者，以学生党建工作为龙头，

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5]，以点带面，促

进学生的校风、班风、学风；培养学生劳动、卫生

等自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尤其是针对大学

生心理危机发生率有所增加的现状，要结合高校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入其

中，使大学生在思想观念、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

诸多方面得以提高。

（六）学生思政教育与高雅校园文化活动相结

合。充分利用高校现有的各项资源优势，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体活动 [3]，结合新媒体开展网

络、微信思政教育平台，使学生在活动中形成良好

的个性品质，让“做”多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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