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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角下高职教育教学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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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社会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教育系统也在不断进行教学改革。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进步，素质教育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三全育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思想被提出，对教育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

简要介绍了“三全育人”理念的内涵，同时分析了当前高职教育教学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高职院校

进行教育教学管理的改革策略，供有关教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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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Given th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s undergoing profound 

reform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concept of quality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Against this backdrop, "San Quan Education" (Holistic 

Education), as a new teaching philosophy, has been proposed,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an Quan Education" 

concep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blem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poses reform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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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全育人内涵概述

“三全育人”是一种全新的育人理念与要求，主要包含三个

核心：其一为“全员育人”，意为高校上下所有工作者无论其岗

位如何，都具有育人的职责，诸如学校安保人员、保洁人员、食

堂工作人员等，他们除了需要做好本职工作，也应谨言慎行，为

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外在形象，为高校“全员育人”贡献力

量；其二为“全过程育人”，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期间，无论是否

在校，或上课时间，都需要接受持续性、不间断的教育；其三为

“全方位育人”，指高职院校应全方位、多层面推进教育工作，将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建立起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教育

体系，以保障学生在校内校外、课内课外以及线上线下的各个环

境中，均能接受到全面而系统的教育与培养 [1]。

二、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一）重视程度不足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下，教师往往更加注重对学生考试成

绩的提升，学校也更加重视就业率，受限于应试教育，高职院校

的教师的教学策略与评价模式相对单一，对于教学管理以及学生

综合素质的培养的重视程度不高，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素质教

育”的全新需求。

（二）管理机制不全 

随着中国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学教

育已经普及，成为学生的必选项，历年来进入大学进行学习的学

生越来越多。面对这一趋势，众多高职院校开始了扩建与扩招，

校区的增加与学生群体的膨胀使得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难度也相应

增加。然而，当前的教学管理形式仍显传统，未能做到与时俱

进，导致教学质量与教学管理的效率无法提高。另外，高职院校

在安排教育内容时，忽视了与社会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相结合，

缺乏对人才市场的了解，难以准确掌握市场对于职业人才的实际

需求，导致教育内容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 [2-3]。

（三）管理理念落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高职教育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教育内容不断更新，教育方法不断改

革，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学方法依然比较传

统。职业教育强调实践能力培养，然而，当前的社会与经济的发

展十分迅速，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管理模式层出不穷，高职院

校教育理念的滞后性导致高职院校毕业生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

求，学生在进入企业的岗位后仍然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才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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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课堂的理论与岗位实践无法实现完美对接。

三、三全育人视角下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创新策略 

（一）紧抓教材、教学计划与实践教学管理 

教材、教学计划与教学实践是高职教学的活动的根基，首

先，高职院校应深入分析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与局限性，并加以

改善，建立立体化的、集理论教学、操作实践于一体的综合课程

体系 [4]。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一

些跨学科内容，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使学生掌握

学习知识的基本规律与技巧，在学习全新的知识的过程中，学生

也能够根据自身所学的知识进行合理迁移，提高学习的效率。同

时，教师还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一些实践内容，使学生能够

将所学知识进行运用，提高其操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教

师还可以结合不同学科的特点，将他们综合起来，开设一些项目

式学习的课程，促使学生从不同学科的视角看待问题，使其对

于知识的掌握更加全面，从而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其探索 

精神 [5]。

其次，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贯彻落实“以学

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创新性地使学生参与到教学设计之中，并

构建个性化学习支持体系，满足他们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这有助

于加强学生对学校与课堂管理的参与和归属感，提高教学质量和

学生成绩，构建一个适应多样化学生需求的教育环境，进一步优

化高职教育教学管理 [6-7]。高职院校可以组建学生会组织，成员

优秀生自由选举，使学生能够直接参与到学校的教学管理体系，

将学生的声音传递给院校的领导。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能够将

自身对于学校规章制度的意见与建议更加便捷、迅速地进行反

馈，教师获取学生的学习需求与感受也更加轻松，充分贯彻落实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学生对于学校的归属感也会增

加，有助于其树立集体荣誉感，促进他们心理的健康成长。与此

同时，教师与学生也可以共同制定学习计划与学习目标，使学生

能根据自身的能力水平、兴趣特点合理地安排学习内容，促进其

全面成长。另外，教师可以利用校内图书馆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学习资料，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灵活地安排学习时间，掌握

学习节奏，使他们更加轻松地完成预设的学习目标 [8]。

（二）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教学管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育领域

也不例外。高职院校作为教育科技的发展前沿，为积极采用信息

技术能够不断提高校内的教学与工作效率，提升教学水平。鉴于

此，高校可以借助线上教学平台，延伸搭建出与之相匹配的教学

管理平台，划分出不同的版块，协助教学秘书开展教学管理工

作。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将线上平台分为学生版、教师版、学院

版、公共版，师生可以通过账号登录的方式共同完成教育教学活

动，教师可以利用教师版的线上平台整合教育资源并共享，加强

教师之间的资源流通，使得优质的教学资料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

用；学生也可以利用学生版线上平台进行学习，根据自身的需要

汲取知识，对掌握薄弱的知识进行补足。另外，学生进行选课、

重修、补考等有关教学管理的活动时也可以利用线上平台完成，

大幅减少了教学管理中的冗余步骤，提高了教学管理的效率。再

者，利用信息技术与线上平台能够更轻松地实现跨学科教学，以

综合性的学习体验打破学科壁垒，进而促进学生的综合思维与创

新能力的发展。教师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与学生保持密切联

系，及时解答学生问题，布置并监督作业完成情况。最后，与外

部机构、社区及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享教学资源，通过校外资

源库的建立，引入专业机构与行业专家的知识经验，为学生提供

实践机会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资源支持，旨在丰富教学内容并培养

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及创新思维。完善的教学管理系统对于专业

建设和进步至关重要，因此高职院校应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等工具

不断优化教学管理系统，确保教学管理质量的稳步提升 [9-12]。

（三）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首先，高职院校可以安排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活动，并推行校

内互研。围绕自主课堂的理念，教研组长负责组织和监督，在学

期开始时，分配备课任务和要求，并对新课讲解、复习课以及评

价课进行合理分工，每位教师分别承担主要的备课责任。在集体

备课时，由一位教师主导发言，其他教师进行补充和完善，并提

前两周进行，以确保同年级同学科的教师使用统一的教案。在校

内互研活动中，教师可以进行试卷的横向交流。此外，学校还可

以组织教研论坛，邀请经验丰富且研究能力强的骨干教师分享教

学方法，与其他学科教师一起研讨，从而实现共同提高 [13]。

其次，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高职院校教师应审

视自身，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在遵循教学理念和实际条件的前提

下，教师应积极寻求自我提升的机会，努力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

能力。学校也应给予教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通过定期组织外出

学习和进修、开展校内教学交流和研讨等活动，为教师提供持续

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再者，可以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加强与社

会各行各业的联系与合作。“请进来”，就是指定期邀请行业一线

专业人员来校开展讲座和学术交流，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和行业

最新动态，使教师了解行业前沿知识，使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行

业的魅力。“走出去”是指鼓励师生走出校园，到企业进行实践学

习。通过亲身体验企业的工作环境和流程，师生可以更加深入地

了解行业，提升实践能力，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14-15]。

最后，教师应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高职教师应不断学习和

探索，提升自身素养和能力，成为“双师型”教师，在具备扎实

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同时，不断更新目标，根据行业

的发展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从上述四个方面入手，

可以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为培养更多优秀的职

业技术人才贡献力量。

四、结语 

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并非固定不变，时代的进步不断地

更新管理者的理念，创建新的管理手段。这样做有助于营造团结



2024.18 | 065

友爱、和谐奋进的学校氛围，使学生能够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学习

沟通、表达、合作与分享。这不仅是实现新课程标准立德树人目

标的关键，也是对“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真正实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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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高职教育管理者应不断反思并改进自身

的管理方式，确保以学生为本，有效推动教学管理的创新，从而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