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质教育评价报告 

    高职院校学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学生素质是高职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

内容，同时，高职学生的素质评价也是企业用人评定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它从一

个侧面体现了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和质量，对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提高就业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素质评价，会对学生

行为的塑造和自身素质的养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培养学生素质、构建

符合时质代发展需要和高职人才成长规律的学生素质评价体系，是强化质量意识、

适应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是提高高职院校基学生学习质量的行为重要的方法和

手段。 

    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明确指出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

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等。根据人才培养目

标要求，围绕道德品质素质、人文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文化素质等四个方面设

计选题，制作意志品质和行为能力测评方案，制作调查问卷。对在校学生 2017

级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提出有

建设性和针对性的素质教育方案。 

    一、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时间：2018年 4月 25日。调查以对象：我院 2017级电气专

业学生。调查形式：进行现场书面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 350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332份，有效率 94.9％。调查问卷设计方面，严格遵循合

理性、一般性、逻辑性、明确性、非诱导性和便于整理分析原则，共设计了 30

道单选题目，让学生匿名作答，答卷时间控制在 20分钟左右，保证了问卷的回



收率和信息搜集成效，此次调查分析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该校学生综合素质的现实

情况。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思想道德素质。关于三年制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调查结果表明，

学生希望通过思想政治课来提高自己的人生素养的愿望较为强烈，有 81.5%的学

生认为学校开设思想道德课很有必要，能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另外，调查显示，

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总体上较为理想。但同时也显现，部分高职学生的社会公德

意识和诚信意识还有待提高。有 30%的学生称自己在食堂打饭时，不会自觉排队；

网上聊天只有 35.5%的人注意到了文明用语；对待考试作弊问题上，只有 22.2%

的学生认为悖于诚信，绝对不能接受，调查中居然还有 61人认为能够作弊是一

种能力，比例达 16%；认为“大学生不应该谈恋爱，应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的

学习和工作上”只占到 14.6%，为选择答案中比例最低的一项，超过半数的人选

择了“谈不谈恋爱不是重要的，关键是应该处理好谈恋爱和学习工作的关系”。 

    （二）人文素质。高职作为一种职业素质教育，学生理所应当具备一定的责

任心和创造力，以及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珍爱。调查显示，学生的文学艺术素

养和对历史的了解程度相当差，能完整说出我国古代四大名著和四大发明的只占

总数的 60%-70%，有 33.4%人认为学校开设音乐艺术课是没有必要的或是领会不

到老师介绍的音乐意境。究其原因，均认为人文知识与所学专业无关，自己以后

不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对就业没有帮助，学起来枯燥无味。 

    （三）身体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高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

承受能力。调查结果表明，高职学生的身体素质比较好，77.5%的人很少感冒，



81.2%的人食欲非常好或比较好。调查还发现，体育课的锻炼效益不佳，上体育

课，老师要求自由活动时，超过半数的人没按老师要求进行相应锻炼。这一年龄

段的学生心理比较脆弱，抗挫折能力较差，情绪不稳定，常常会发生心理失衡。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心理素质较好，能够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在回答问题“当老师误会地批评您的时候，您会怎样做”时，有

37.6%、30.3%分别选择了“适当的时候找老师谈谈”或“自己感到很委屈，慢慢

的就能好”；有将近 90%认为自己身边的同学心理都是正常的或大部分是正常的。

另外，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较差，对学校学习、生活完全适应，感觉很好的只占

总数的 30%。 

    (四)文化素质。从学生专业知识和一般科学常识的掌握程度来学生的文化素

质。调查发现，当前学生学习态度不尽人意，只有占总数 37.6%的人认真、踏实

学习，64.2%的学生认为上大学了可以放松一点，或是“上课听一听，课后就不

用学了”，甚至“学不学都无所谓了，混日子，能毕业就行”。另外，高职学生

对专业基础知识和科学常识掌握情况都是相当糟糕的。高职生对日常基本常识的

了解也相当缺乏，知识灵活运用能力比较差，47.5%的学生还不能正确辨别电子

邮件地址，只有 62.7%的学生正确解答了数学智力测验题。 

    三、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高职学生综合素质总体上虽有很大提高，但与国家对高职学

生素质的具体要求，对高职的整体规划还有一定差距，学生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1、突出德育教育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高《人生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效

果，并将德育工作渗透到各科的课堂教育和班主任的日常工作中；调整学生素质

考评体系，将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转化为定量因子进行综合评定；充分利用学校

网页、校刊对学生的各种行为进行针砭时弊，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

惯。 

    2、重视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

的文艺素质和感官意识，使学生对社会上形成的过时、庸俗、不健康现象掌握明

确的判别标准，懂得我国的历史、国情，懂得世界的历史，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和集体主义精神。 

    3、强化学校体育课程建设，提高体育课教学效果，建议增加 30%-50%的课

堂理论课程，让学生掌握正确的锻炼要领以及健康的饮食睡眠习惯；加强学生课

间操质量的监管力度，准确学校的晚饭开饭时间，实施课外活动的课堂式管理，

督导学生的平时体育锻炼。 

    4、完善心理咨询室的积极作用，定期或不定期为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建立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按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课堂

教学及班级建设中；在课程设置中，开设心理学选修课程；通过举办心理学课外

讲座和校刊开设相应栏目，传播健康的心理知识。 

    5、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手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营造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正确定位学校行政与教学、教学与教研的关系与权重；加

强专业类教师队伍建设，在专业课程特别是专业核心或基础课程，在教师配置上

必须严格把关；定期开展课外专业知识的讲座和辅导；将各班学生上课纪律考核



分数上登到校园内网或校刊上，并作为辅导员班级工作和教师教学工作的考核指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