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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课程实施与高职学生

素质提升的关联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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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４）

摘　要：高职教育既要抓市场与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又要抓高职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人文素养、道德品质培养。
通过实证方式，在隐性课程实施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的关联中，要综合利用好教学班集体因素、教学因素、校园文化因

素、教师人格因素等，发挥隐性课程的非物质性和精神文化潜能的陶冶功能，构建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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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课程最早由菲利普·Ｗ·杰克逊在１９６８年出版的《课堂生活》中明确提出的，是教育研究实证
化、科学化的概念和理论。《教育大辞典》把隐性课程界定为：相对显性课程提出的，有关学校政策及课

程计划中非正式的、无意识和未明确规定的学习经验。一般来说包括学校建筑、景观设置、校史等物质

空间类；办学理念、组织制度、管理方式、行为活动等制度活动类；以及文化氛围、教风和学风、教师风采、

人与人沟通相处方式等文化心理类［１］。隐性课程实施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的关联如何？２０１３年下半
年，我们对湖南省长株潭地区部分高职院校４１０名师生进行了实证研究，希望找到“隐性课程实施与高
职学生素质提升关联”的相关影响因素状况，以期能为高职人才培养提供有效帮助。

１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的被测项目主要通过直接法和间接法得出。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学校名称，所调查学生的

性别、年龄、所在年级、所学专业、籍贯以及生源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等。第二个部分从教学班集体因

素、教学因素、校园文化因素、教师人格因素等方面汇集了“隐性课程实施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关联”的

描述性信息，请被测的学生就每一项指出是否赞同其描述，可以在“不同意”“无意见”以及“同意”３个
描述性信息当中任选一项。初测时的问卷共６０个项目，经项目分析后删除３２个区分度不高的项目，所
以正式问卷共计２８个项目。对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别从几个层次对几所高校的大学生进
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１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００份。统计方法采用ＳＰＳＳ的描述性统计。

２　问卷调查资料分析
调查问卷主要从教学因素、环境因素、教师人格因素３个方面来探析隐性课程实施与高职学生素质

提升关联的情况。

２．１　各个影响因素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
从表１中数据可以看出，被调查者认为教师人格因素、环境因素、教学因素对高职学生素质提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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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其中被调查者对教学因素的内容设计、方式、策略的影响认同比率都很高，最低达到９１．５％，
平均是９３．７％。教学主体的学生认为隐性德育课程实施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因素中，教师作为教学的
主导者，内容设计、方式、策略是教师发挥主导的最重要体现。

表１　交互分类情况

因素 教师人格因素

　　　　　　　　环境因素　　　　　　　　 　　　　　　　　教学因素　　　　　　　　

教学班集体因素 校园文化因素 内容设计 方式 策略

９３ ６９．３ ９１．５ ９７．５ ９２

认同比例 ６１．７ ８１．１ ９３．７

２．２　教师人格因素影响与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
表２　交互分类情况

处事态度 育德能力 情感品质 兴趣爱好 个性

没有 ２０ ５％ １２ ３％ ８ ２％ １６ ４％ ２０ ５％

弱 ４６ １１．５％ ４６ １１．５％ ９２ ２３％ ９８ ２４．５％ １２０ ３０％

无意见 ２８ ７％ ６４ １６％ ６２ １５．５％ ８２ ２０．５％ ４８ １２％

一般 ２４６ ６１．５％ ２２４ ５６％ ２１４ ５３．５％ １２６ ３１．５％ １５０ ３７．５％

强 ６０ １５％ ５４ １３．５％ ２４ ６％ ７８ １９．５％ ６２ １５．５％

人数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据表２可知：３５％的学生认为教师的个性在隐性课程实施中对高职学生素质提升中没什么影响，占
总体７６．５％的调查对象肯定了教师处事态度在隐性课程实施中对高职学生素质提升中的影响最大，其
次是教师的育德能力，占到６９．５％；排在中间位置的是教师的情感品质，占５９．５％。
２．３　教学班集体因素影响与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

表３　交互分类情况

合力引导方向
　　　　　　　人际关系　　　　　　　 　　　　　　　心理暗示氛围　　　　　　　

群体行为 榜样示范典型 角色意识培养 角色心理潜能开发

没有 ２ ０．５％ ２ ０．５％ ０ ０％ ２ ０．５％ １６ １％

弱 ０ ０％ ４ １％ ２ ０．５％ １２ ３％ ２ ０．５％

无意见 １６ ４％ ４ １％ ２０ ５％ ５４ １３．５％ ２６ ６．５％

一般 ２１８ ５４．５％ ２２０ ５５％ ２５２ ６３％ ２４４ ６１％ ２７０ ６７．５％

强 １６４ ４１％ １７０ ４２．５％ １２６ ３１．５％ ８８ ２２％ ９８ ２４．５％

人数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据表３可知：教学班集体因素影响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的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对合力引导方向、群
体行为、榜样示范典型、角色意识培养、角色心理潜能开发影响因素都很肯定，最低占到８３％，最高达
９７．５％。
２．４　校园文化因素影响与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

据表４可知：８４．５％的学生认同精神文化价值观（校训、校风）在隐性课程实施中对高职学生素质
提升中的影响，占的比率最高；其次是活动文化团学组织、学生社团活动，行为方式的影响，占到了

７６５％；排在中间位置的是学校建筑、景观的影响，占到了６９．５％；影响力靠后的是校史，所占比率是
４５．５％。
２．５　教学因素影响与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

据表５可知：教学因素影响与高职学生素质提升的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对教学设计的内容选择、课
堂设计、教学组织以及教学方式与策略影响因素都很肯定，最低比率占到了８４．５％，最高达到９７．５％，
其中教学方式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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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交互分类情况

精神文化

价值观（校训、校风）

活动文化

团学组织、学生社团

活动，行为方式

院系班级规章制度

物质文化

学校建筑、景观 校史

强 ７８ １９．５％ ６０ １５％ ２４ ６％ ５４ １３．５％ １６ ４％

一般 ２６０ ６５％ ２４６ ６１．５％ ２１４ ５３．５％ ２２４ ５６％ １６６ ４１．５％

无意见 ４８ １２％ ２８ ７％ ６２ １５．５％ ６４ １６％ １２６ ３１．５％

弱 １０ ２．５％ ４６ １１．５％ ９２ ２３％ ４６ １１．５％ ８２ ２０．５％

没有 ４ １％ ２０ ５％ ８ ２％ １２ ３％ １０ ２．５％

人数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表５　交互分类情况

教学设计

内容选择 课堂设计 教学组织
教学方式 教学策略

没有 ２ ０．５％ ２ ０．５％ ０ ０％ ２ ０．５％ １６ １％

弱 ０ ０％ １２ ３％ ２ ０．５％ ４ １％ ２ ０．５％

无意见 １６ ４％ ４８ １２％ ２０ ５％ ４ １％ ２６ ６．５％

一般 ２１８ ５４．５％ ２４７ ６１．８％ ２５２ ６３％ ２２０ ５５％ ２７０ ６７．５％

强 １６４ ４１％ ８９ ２２．７％ １２６ ３１．５％ １７０ ４２．５％ ９８ ２４．５％

人数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２．６　各因素中诸项目的认同率比较
对影响高职学生素质提升因素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明显比对出各个因素中均有赞同、认同倾向

非常突出的项目。据统计数据显示，教师人格因素的影响所占比率最低，平均比率是６１．７％，其中“兴
趣爱好”所占比率最低，只有５０％，“处事态度”所占比率最高，达到７６．５％；对于教学班集体因素、教学
因素的影响，学生普遍很赞同，平均比率是９３％以上，其中教学因素“教学方式”所占比率最高，达到
９７．５％；校园文化因素影响排在中间位置，平均比率是６９．２５％，其中“物质文化（学校建筑、景观、校
史）”所占比率最低，只有５７．５％，“精神文化（价值观，校训、校风）”所占比率最高，达到８４．５％。

３　访谈资料分析
第一，被调查者对学校地理位置、学校建筑、景观设置比较了解，并肯定了对提升学生素质有影响，

如Ｓ０２认为：“（学校环境）自己随处都会看到，能陶冶自己，有影响”。Ｓ０８认为：“（学校环境）了解一
般，对高职学生素质提升肯定有影响。”学生对校园规划一般不太了解、影响也不甚清楚。Ｓ０５表示：“我
不是很关心，能随意了解到就了解，不会刻意，影响不大。”第二，被调查者对办学理念、规范制度、管理

方式等满意度表现不均衡、意见多样，而且有更多的要求。如 Ｓ０２同学说道：“管理上学生参与程度较
低，容易导致在道德人格上的消极和被动”。Ｓ０３：“部分管理人员素养甚低、管理方式简单，对学生的负
面影响大。”Ｓ０６：“学校倡导培养什么样的人、鼓励什么样的行为，对学生的素养形成有影响。”第三，被
调查者肯定了学校的文化氛围、心理文化认知与行动方面的重要作用，多数人赞同对提升高职学生素质

的影响。如Ｓ０９提到：“学校的校训、社团文化活动等会影响到学生素养的形成和成长”。Ｓ０４：“希望学
习有价值，工作有价值，能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Ｓ０７表示：“不愿意学习高深抽象的理论，反感讲
大道理”。第四，被调查者认为人与人沟通和相处的方式很重要，是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对提升高职学

生素质有直接影响。如Ｓ０１表示：“与人交流、沟通协调很重要。”Ｓ０７表示：“老师、同学和朋友的示范和
潜移默化作用，对自己影响大。”Ｓ０５：“有时候在人与人沟通和相处方面，跟着感觉走，率性而为，缺乏理
性。”Ｓ０４表示：“注重家人、老师等长辈以及同学、朋友的建议。”第五，被调查者几乎一致肯定了校风、
教风和学风对提升高职学生素质的影响，同时建议和抱怨都比较多，表达了用自己的标准来进行衡量，

主要是从硬件设施、师资水平、学习氛围和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如 Ｓ０２表示：“课堂教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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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距离、讲台与课桌的空间关系会影响自己的积极性和态度。”Ｓ０６说：“希望学校多采用专题讲座、课
程学习、团体实践、集体测试、网络咨询、面对面咨询等方式，教给学生如何处理学习、生活和工作方面的

关系。”Ｓ０８表示：“喜欢与老师平等交流、自由发言、共同探讨，不喜欢教学模式单一、以概念化说教的
教学。”

４　结论及建议
４．１　结论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短期功利主义、狭隘实用主义的趋势。没有充分认识到隐性课程对学生学

习动机、学习习惯、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深远影响，没有把隐性课程作为弥补显性课程不足的有效补

充而重视高职教育的陶冶功能，忽视高职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人文素养、道德品质培养［２］。同时，被

调查者认为隐性课程实施中对高职学生素质提升的各有关因素中，按照影响作用大小排序，从大到小依

次是：教学班集体因素、教学因素、校园文化因素、教师人格因素。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隐性课程实施重视高职学生交往和实践

要从高职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关注他们的现实生活需求，在学校的文化氛围、教师的风采、教风和

学风、人与人沟通和相处的方式、心理文化等方面进行内容构建，让他们通过生活的体验来理解和转化，

切实提高高职学生自身素质。

４．２．２　引导高职学生主体性发展
要深刻认识高职教育过程既是施教过程，又是学生自我认识、活动、体验和整体人格形成的发展过

程，要真正把握知－情－信－义－行的一般特点以及内化外化的基本规律。在隐性课程实施中，从灌输
开始，注重高职学生的情感培养、意志锻炼，注重内化为他们的信念，外化为他们的良好行为习惯［３］。

４．２．３　建设高职学生相互尊重，良好互动的人际环境
平等是进行教育的人性基础。高职教育要注重建立平等与对话的师生关系，建设积极向上、民主平

等、责任担当、鼓励创新的高职心理文化，而且特别要强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平等和融洽的关系，营造

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的职业文化氛围，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和受教育者的主体

地位。

４．２．４　发挥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互补作用，构建高职教育以隐性课程增强显性课程效果的长效机制
高职教育既要重视市场与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又要重视高职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人文素养、道

德品质培养。在这里，综合利用好教学班集体因素、教学因素、校园文化因素、教师人格因素等发挥显性

课程与隐性课程的互补作用，显得格外必不可少。这种互补作用具体是，一方面凭借显性课程与隐性课

程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转化从而发挥对受教育者的共同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隐性课程

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对人的情感、意志方面的影响，利用其包括有形活动和实践以及无形的传统和文化

的丰富内容，充分发挥非物质性和精神文化潜能的陶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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