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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job marke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merican and labor 
“fiv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enhanc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n explore the “f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vocat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of specific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quality skille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graduate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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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就业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推动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协同育人，成为提升高职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
要途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旨在深入了解当前高职院校五育融合的现状、成效；进而探索“五育”融合在高职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具体策略，以提升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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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承载着立德树人的重

要任务，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的快速变化，新的就业形

态和就业领域不断涌现，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

要求。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素质

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

2023 年，作为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的关键之年。将“五育”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

校园文化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评价体系，

使各个育人要素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发挥整体效

应，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

2 新就业背景下，高职院校五育融合协同育
人现状调查

2.1 调研目的
本次问卷调查旨在深入了解当前高职院校五育融入现

状、成效、挑战以及师生对此的认知与期待，为使各个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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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发挥整体效应，提升大

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提供数据支持和参考依据。

2.2 调研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面向我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师生群体，

包括专任教师、辅导员及在校学生。本次调研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收集 161 份有效问卷。

2.3 调研内容
课题组成员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我校五育融入现状、

成效、挑战以及师生对此的认知与期待，为使各个育人要素

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发挥整体效应，提升大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进

一步完善和提升五育融合育人效果。

2.3.1 五育融合在教学中的实施现状和制约因素

五育融合在教学中的实施现状和制约因素 选择次数 百分比

A. 还没明确提出。 0 0%

B. 已提出，但学校更重视德育和智育。 2 76.57%

C. 课程本身难以挖掘其他育人元素，五育融

合效果欠佳。
26 52.14%

D. 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找到五育融合切入点 31 39.19%

从统计数据看，我校已明确提出五育融合协同育人的

实施策略，但在德智体美劳五育中，学校更重视德育和智

育的占 76.57%，体美劳三项仅为 23.43%，对教师在五育融

合教学中困难调查显示，“课程本身难以挖掘其他教育元

素”为 52.14%，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找到五育融合切入点为

39.19%.

2.3.2 教师对“五育”融合实施途径和措施的看法

教师要转变教育教学方法， 48 81.36%

学校要提升高校教师教学水平，加强对教师

实践能力培训力度
53 89.83%

在课程评定中有必要加入德智体美劳方面的

内容
51 86.44%

修订人才培养目标方案 55 93.22%

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53 89.83%

在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的前提下，要从人才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考核评价体系等环节制定五育

融合的具体措施和方案，对如何将五育有机融入教学的调查

显示，81.36% 的教师认为要转变教育教学方法，提升高校

教师教学水平占 89.83%。认为在课程评定中有必要加入德

智体美劳方面的内容为 86.44%。

2.3.3 学生对五育融入课程体系的认识和态度
 在本次调研中，在我校课程教学中是否有必要融入“德

智体美劳”教育元素选项中，有 83.05% 的学生选择非常必

要和有必要。五育对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意义，选择“有

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占 74.58%，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教

育占 67.80%，给大学生发展完善自我占 57.63%，提高大学

生人际交往能力占 70.15%。可见学生能正确认识课程教学

中融入德智体美劳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3.4 学生对五育元素的了解程度
五育对大学生和谐发展的意义，大部分学生选择五育

有利于自身的全面发展，认为五育元素，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相互渗透占 54.24%，认为劳育引领，诸育融合发展占

81.12%，认为德育为先，诸育协同发展占 77.78%。

2.3.5 学生对五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满意度分析
在本次调研中，认为五育融入我校园文化建设“非常

好”的占比 53.32%，认为“很好”占比 26.02%，认为校园

文化建设“有待改进”占比 21.65%，不是很好的占 2.48%，

说明我校文化建设方面有待改进。

2.3.6 从学生角度分析，学校应该如何开展五育活动
在本次调研中，60.49% 学生认为可以通过“课程思政” 

来培养学生的德育；82.12% 学生认为可以通过“加强校企

联合，成立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来培

养学生的智育；74.58% 的学生认为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徒

步活动，如定向越野学党史挑战赛、公益午餐等” 来培养

学生的体育；67.80%的学生认为可以结合专业特点，通过“学

生特色技能、中国传统文化等开展各类特色活动”来培养学

生的美育；68.39% 的学生认为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农耕田

园系列活动，提高同学们的劳动能力，在植树节、劳动节等

节日开展种树劳动等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劳育。

2.3.7 关于开展五育学习活动的时间调查
在本次调研中，27.12% 的师生赞同在课堂时间开展五

育学习活动比较合适，54.24% 的师生表示在“周末或者课

余时间”开展五育学习活动，有少数师生表示在“党团组织

生活会”“主题班会”开展五育学习活动。

2.4 调研成效分析
从调研数据中可以看出，学校注重对学生德智体美劳

方面的全面发展，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的目标要求，但在督查和评估等制度上的落实还不到位。基

于五育融合的课程教学中，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教学方法

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2.5 调研结论和建议
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高职院校应更加注重五育的有

机结合和相互渗透，如将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入日常教学中，

实现五育内容的相互支撑和共同发展。为适应新就业态势，

高职院校需要重构课程体系，开发与实际就业紧密结合的课

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实现职业能力、岗位需求和人才培养的

精准对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3 高职院校五育融合育人策略探析

针对此次问卷调查，在新就业背景下，高职院校要真

正做到五育融合育人，需在多方面进行深化改革。首先，调

整五育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其次，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提升教师的五育融合理念认知和实践能力，再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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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划教育资源，构建符合五育融合要求的课程体系和实践

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以致用。最终，构建科

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等

多方面能力，切实推动五育融合育人的深入发展。

3.1 调整五育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目标
首先，进行全面的需求分析。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

需求，包括行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其次，明确五育的具体内涵和目标，设定融合的目标

和重点。例如，在学科教学中融入德育元素，培养学生的道

德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

和竞争意识；在艺术教育中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等。

再次，制定阶段性和层次性的目标。根据学生的年龄、

学段和发展水平，设定不同层次和阶段的五育目标，使培养

目标具有连贯性和递进性。

最后，要保持培养目标的动态调整。不断对人才培养

目标进行审视和完善，确保其始终符合就业需求和学生发展

需要。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

学实践能力
首先，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定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的理论与实践，鼓励教

师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和研修班，了解前沿的教育理念和

方法，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设立课程开发奖励机制，

激励教师积极创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再次，建立教师实践教学基地，让教师有机会在真实

的教育环境中应用所学。定期组织教学反思活动，教师分享

在五育融合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3.3 合理规划教育资源，构建“家校社生”四方协

同教育体系
实现五育融合育人，协同育人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各

个教育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共同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

的教育。这些教育主体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和学生个人。

学校作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应当制定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案，

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家庭应当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

环境和家庭教育；社会应当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机

会；学生个人则应当主动参与学习和自我提升。

通过家校社生协同育人机制的实施，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机会。

3.4 构建符合五育融合要求的实践平台，与行业、

企业深入合作
学校应与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合作育人，准确了解行业

变化和企业需求，在教学活动上及时作出调整，使学生了解

到具体的就业环境；而且企业也可以参与到培养学生的过程

中，有利于企业选拔真正适合的人才。利用校企合作机制，

使学生走近市场、走近企业，对实际工作岗位作全面了解。

有效地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3.5 建立健全机制保障，构建“五育”融合发展的

考核评价体系
首先对学生的评价改革作为“五育融合”育人的突破

口和着力点，制定全面培养的多元化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各

方需求和教育目标，确定涵盖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

具体指标。

再次设立多维度考核指标，构建政府、企业、学校、

家长等多元参与的评价机制，由学校负责收集、整理各方的

评价数据，并进行综合分析。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

家长和教师，用于指导教学改进、学生发展规划和企业用人

参考。促进教育的全面发展和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

4 结语

总之，在新就业背景下，高职院校必须加强对学生全

面成长的关注，这要求五育的融合不仅仅是课程设置上的融

合，更重要的是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机制上实现创

新和突破。结合新的就业形态，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合作，为

学生搭建好实训实践平台，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

精神，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地提高毕业

生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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