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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等职业教育是国家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

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但随着普通高中的扩

招，中职学校生源素质越来越差，中职学生厌学直接影响到中职教育质量的提高。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作用论认为，人的主体因素、外在环境与人的行为三者之

间是相互独立、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的，自我效能感是人类动因的中心机制，是

人们行动的重要基础，是指个体对有效控制自己生活诸方面能力的知觉和信念。

自我效能感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动机过程、情感过程和选择过程而调节人

类的活动。学习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的学业能力信念，是个体对控制自己学习行

为和学习成绩能力的一种主观判断，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内的表现。学习自

我效能感一方面直接影响学业成就，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归因、目标设置、学习兴

趣、学习和考试焦虑、自我调节等学习变量对学业成就产生作用，因此学习自我

效能感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中职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状况的调查，分析了影响中职学生学

习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因素。通过对学生家庭情况及中职教师教学效能感的调查，

以及在教学实践中开展提高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的活动，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提高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中职学生；自我效能感；学习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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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a way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the science and educ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ers and promote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employment. However, with the expansion of high school 

scale, students' quality in vocational school are getting worse. And some 

phenomenons such as the studying weariness of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weariness 

of teachers impact on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rectly. 

The ternary interaction, referred by Bandura, that relations among the main 

human factor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behaviors are independent ,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Self-efficacy is the center of human motivation 

mechanism, an important basis in action and refers to the perception and belief of the 

ability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mselves. Self-efficacy through impacts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processes, motivation process, emotional process and the selection process 

regulates human activities. Learning self-efficacy refers to belief of the capacity of 

individual studying and is the individual to control their own behaviors and academic 

ability in order to study a subjective judgments in learning performance field. On the 

one hand, learning self-efficacy impac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direct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mpacts indirectly through impacting on goal setting, interests and test 

anxiety, learning self-regulation. All in all, learning self-efficacy is significant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dividual and their learning. 

This study, by a survey on studen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is analysis on some 

influences on learning self-efficacy.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survey on 

students' family and teachers teaching and acts that tr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the article obtains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self-efficacy.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self-efficacy; learning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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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

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

大计。现在，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劳动力就

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

所有这些都昭示着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等职业教育是国家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

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2002 年全国职业教

育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加强了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以就

业为导向改革与发展职业教育逐步成为社会共识，职业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服

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明显增强。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迫切要求，促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

号）明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把加快职业教育、特别是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繁荣

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增强紧迫

感和使命感，采取强有力措施，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职业教育要为

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职业教育要为农村

劳动力转移服务。职业教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职业教育要为提高劳

动者素质特别是职业能力服务。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不断完善教学设备，努力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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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普高热”愈演愈烈，普通高中大量扩招，造成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紧

张，为了维持招生规模，多数中职学校不得不一再降低入学的“门槛”，甚至取

消了入学限制，导致学生生源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职业中学成了初中低成就生、

学困生、问题生的“集中营”，学业上的失败经历（按照当前的学校教育评价标

准）使多数学生认为自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失败者，是普通高中的落选者、被淘

汰者。从许多调查来看，中职学生普遍存在自我认识不足、自我评价偏低的现象，

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厌学现象比较普遍：迟到、早退、旷课，

上课睡觉、看课外书、玩手机游戏、发短信、聊天，放学后上网吧、喝酒、打牌、

看电视，一天的活动跟学习没太大关系，很多学生整天两手空空，没有书包也不

见课本，甚至到期末了课本还是崭新的。学习不求上进，得过且过，纪律散漫，

违纪现象严重，对前途不作打算，这是很多中职学生的真实写照。 

学生的普遍厌学又导致部分教师厌教，刚上课就盼着下课，下了课就如释重

负，厌学与厌教形成互动增强的趋势，学生厌学已经成为中职教育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的 大障碍。 

二、研究意义 

中职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重任，是

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但学生厌学已经严重影响中职教育质量。

中职毕业生理论基础薄弱，学习能力不强，技能水平不高，自信心不足，不能适

应就业市场需求，不能有效地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学生厌学现象如果不能引起中

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中职教育将不能提供高质量的

人才供给和人才储备，势必拖累我国经济建设前进的步伐，影响全民素质的提高

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增强。 

笔者从事中职教育工作十多年，对中职学生厌学的情况深有感触，如何改善

学生厌学的状况，提高中职教育质量，是笔者从教以来一直深感困扰的难题，也

是许多同事平时谈论 多、也 无奈的话题。 

国内对中职学生厌学的研究多数从社会、家庭、学校、学生等四个方面展开

分析，并寻找解决的方法和策略。尽管我们不断呼吁社会、家庭、学校共同努力

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的教育教学环境也确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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