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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管理作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十八个基本要点之一，不仅对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

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是社会对毕业生所具备能力的客观需求。本文根据目前形势，分析了高职学生在自

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进行自我管理的意义，在如何提升高职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方面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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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作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十八个基本要点之一，不仅对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有着积

极意义，同时也是社会对毕业生所具备能力的客观需求。自我管理核心素养对每一位高职学生的人生和职

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在这个世纪里，人将拥有更多地选择，

他们必须积极地管理自己”。但是高职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加之现代社

会信息高速发展的特点，使得学生在自我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势必影响其人生发展，作为高职教师必须

深入地研究和探索。 

一、培养高职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意义 

所谓自我管理就是指个体对自己本身，对自己的目标、思想、心理和行为等等表现进行的管理，自己

把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東自己．自己激励自己，最終实现自我奋斗目标的一个过程。 

（一）有效促进高职学生身心健康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没有疾病或者机能衰退，同时要具备良好的心理上和

社交方面等社会适应能力，这恰恰与自我管理的核心诉求相匹配。自我管理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人通过

正确的自我认知，将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相结合，通过学习、协调、控制、设计和反馈等各个环节，最终

实现个人价值目标及全面发展。 

（二）有效提高高职学生潜能的激发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国家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目标，离不开职业院校培养

的千千万万的技能型大军的有力支撑，因此高职学生的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及个人综合素养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祖国未来的发展和建设。通过合理有效的自我管理，可以挖掘学生的潜能，帮助学生克服大学学

习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提升他们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实现自我教育、学习和发展，最终促进个人潜能



和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开发。 

（三）有效提升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侧重综合素质，在就业难的大环境下，高职

毕业生就业竞争也日趋激烈，如何帮助高职学生提升就业综合竞争力是职业院校育人的重点。这些能力不

仅仅包括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包括学生通用能力，如学习技能、与人沟通合作技能、解决问题技能等，这

些技能是高职学生实现顺利就业的关键。而培养和提升高职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是提高其他各方面能力的

基础。 

二、高职学生在自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高职学生在自我管理中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一是他们追求时尚，眼界开阔，思维活跃，但对事物本

质认识不够、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升；二是自我约束能力不够，表现为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热爱

并依赖网络、生活自理能力不够，导致寝室内务较差、财务管理缺少计划性、缺乏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等，

由此产生了学习吃力、人际交往能力差、独立生活困难等问题；三是独生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占多数，他

们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多数会出现自卑、自闭等极端问题；四是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内心情感丰富且敏

感，常常会出现迷惘、抗压能力差、焦虑等心理特点。四是大学与中学的管理方式不同，由传统的学校、

教师包办的管理模式向独立自主管理转化，具有很明显的转型期特征。由此产生一些行为表现，如不适应、

行为复杂、心理问题等。 

新的形势下如何培养高职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三、高职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方法 

（一）以健康良好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 

健康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以树立积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作为一种

无形的教育形式和手段，可以帮助大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动机、增强责任意识。良好的校园文化

能够将积极健康的正能量内化为学生的行为习惯，从而帮助学生实现从“他律”走向“自律”，如通过寝

室文化、班级文化、走廊文化及职业精神教育、时间管理教育等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帮助学生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当然，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是长期累积的成果，校园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其建设者

与维护者，需要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共同维护。 

（二）切实抓好辅导员队伍建设 

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应该以身作则，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给学生做好自我管理

的榜样和典范，引导学生成长。同时，辅导员应细化学生工作，通过心理普查、同学反馈、单独谈话等多

种途径，及时掌握学生群体与个体的行为动态，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所求、所为，与学生真诚相待，以

自身人格魅力和耐心细致地工作作风给予学生正能量，促其成才。要发挥这些作用，需要辅导员通过不断



的自我学习，提升自身的能力水平，进而提升工作能力，真正有效落实并推动各项学生工作，以自己的进

步和才能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带动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三）发挥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的先锋示范作用 

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作为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与其他同学同吃、同住、共同学习，因此，发扬他们的

先锋示范作用能够更直接、零距离地感染周围的同学，激励更多的学生积极进步。但大学生作为青年人，

无可避免的存在不成熟不稳重之处，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也会有松懈之时。因此，应该建立学生党员和

学生干部管理机制，引导他们时刻铭记自身身份，履行党员和干部义务，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在学习和生

活中做到带头遵章守纪、带头勤奋学习、带头团结进步，时刻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时刻鼓励、引导、鞭策

广大学生克服惰性，不断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提升。 

总之，培养高职学生自我管理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各方力量不懈地努力，才能使

学生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高职院校的教师，深感责任重大，需要对此继续研究与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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