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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中等学校学生思政教育有效路径探究 
——基于上海电视中专某分校的调研分析研究 

蔡金堂 1  史  伟 2  沈淑华 3 

（1.上海交大教育集团；2.上海开放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昂立分校；3.上海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昂立分校  中国  上海  200120） 

摘  要：上海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占比上海中等教育阶段学生总数，比例达到 5%左右，然而国内文献研究成人中等教育的文献缺指可数，

研究成人中等学校思政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希望能够为成人中等学校思政教育寻找一些更加有效、开放的路径和方

法。作为探究，并非专业的调查量表和形式，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同行的关注和深入。 

The proportion of adul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Shanghai accounts for about 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stag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Shanghai. However, there is a scarcity of literature research on adult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even more so on the stud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dult secondary school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and find more effective and open paths and method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dult secondary school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t is not a professional survey with specific scales and forms, but hopes to 

stimulate more attention and in-depth research from peers by providing some initial ideas. 

 

一、研究背景 

1987 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暂行

条例》。条例明确说明，“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包括农民中等专业学校、

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含广播电视大学中专部）、中等专业函授

教育机构等”，这种设置对那个时代的教育普及起到极大推进作用。

随着中国学历教育不同办学层次普及率的大幅提升，部分办学主体

逐渐退化，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成为成人中等学校的最主要办学

主体，“成人中等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向“电视中专”或

部分高等院校的“成人中专部”。 

2020-2022 年上海市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分别为 1.48 万、1.12

万和 1.43 万人。占比上海市高中阶段（含成人高中、中职和普高）

总人数的 5.5%、4.0%和 4.7%；占比职业教育人数的 16.5%、11.5%

和 14.6%。[ 根据 20220-2022 三年的《上海市教育工作年报》分析

整理]由此可见，成人中等专业学历教育仍将是中等教育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成人学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

人。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3 月 18 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提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如何将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政教育变得更具有亲和力和

针对性，提升成人中等学校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将是成人思政教育

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本研究，以上海开放大学中专部某分校为样本，

通过调研问卷和走访，分析思政教育在成人中等学校中的教育不同

教育形式实践的有效性，以期通过思政教育的多样性实践研究，寻

找一些更加适合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政教育路径或方法。 

二、上海成人中等学校学生的特征 

上海成人成人中等学校的学生，主要来源于未被普通高中录取

的学生。未被普通高中录取，主要有四种原因，其一，因为中考成

绩低，达不到普高录取线；其二，非上海户口且父母积分不足，无

法参加未来的上海高考；其三，厌学全日制中职或普高教育，希望

拥有一技之长直接就业；其四，需要自主时间学习特长，期望通过

社会生参加高考或出国留学。因此，成人中等学校的在校生年龄

95%以上集中在 15.5-18 岁之间[ 基于上海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某分

校在校生数据分析整理]，学生处于青春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的学生，具备青春期常见的特征，也具备成人中等学校学

生的独有特点。 

在这个时期的学生，智力上，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但因为

经验不足，容易对各种抽象的原则不接受或逆反批判；情绪上，渴

望得到赞许和认可，却又表现得不屑一顾。成人中等学校的学生，

因为大部分学习成绩欠佳，缺少学习动力和钻研精神，也未形成持

之以恒的耐力，学习倦怠行为突出，导致自信心严重不足。这些特

征的叠加，使得成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更具挑战性。特

别是行业分校，如何根据行业分校的特色，充分巧用自身资源，开

展丰富多彩，实践有效的思政课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三、思政教育实践有效性调研统计分析 

思政教育实践的有效性，来源于思政实践的后续反馈，本研究

基于上海电视中等专业学校和上海开放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昂立分

校（以下检查“上开昂立分校”）的在校生调研反馈。上开昂立分校

作为上海电视中等专业学校和上海开放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行业分

校，现有在校生 654 人，其中一年级 401 人，二年级 100 人，三年

级及其延期毕业学生 153 人。学生人数 1 年级：2 年级：3 年级为

61.31%：15.29%：15.35%。 

1.调研问卷的基本情况。 

调研问卷收回反馈 320 人，近乎半数，问卷反馈中男生女生分

别为 160 人，男女比例恰好五五分。填写调研问卷的学生人数 1 年

级：2 年级：3 年级为 56.56%：61.31%：15.35%。年龄结构上，85.94%

的学生年龄在 16-18 周岁之间，小于 16 周岁或大于 18 周岁的学生

不足 15%。外地学生占比高达 42.19%，据走访调研，外地学生的父

母在沪打工创业，学生跟随在沪读书求学。分析原始数据，4 份问卷

可能存在数据不真实，从总体数据中剔除，对整个问卷的数据分析

不影响。 

2.学生对思政教育形式多样性，认知模糊不清 

13.44%的学生认为，思政教育与自己无关，15.31 的学生认为思

政教育“很枯燥，说教太多，没什么意思”，这类学生，13.13%的学

生“不知道思政是什么”。 

从思政内容来看，超过 60%的学生认为“校园卫生打扫”不属

于思政范畴，超过 40%的学生认为“诗词歌赋诵读”“关于《易经》

的讲座”不属于思政范畴。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模糊不清，

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有 8.44%的同学认为“奏国歌升国旗”和。3.44%

的同学认为“爱国爱党教育”不属于思政教育范畴。 

3.学生对思政教育总体上不反感，甚至愿意积极参与 

有 45.31%的学生表示座谈型思政交流课上“不排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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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的学生愿意积极主动发言，10.63%的学生期望老师点名后发

言，上述学生总数达到 75.62%，仅有 24.38%的学生“讨厌发言”。

有 43.44%的学生明确表示思政教育“有点意思，我不反感”。 

4.学生喜爱思政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学生认为传统的行为教育并不能留下深刻印象，但大部分特色

活动，超过 30%学生均认为会留下深刻印象。具有特色的思政教育

实践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几乎平均影响各类学生，具体调研数据如

下表： 

选项 选择人次（人均三项） 比例 

参观中共二大会址 136 42.50%

奏国歌升国旗 122 38.13%

老师讲跟专业课相关的历史 115 35.94%

大咖专题讲座 111 34.69%

团员积极分子活动 101 31.56%

宿舍卫生集体清扫 37 11.56%

观看主题电影，如《红海行动》《战狼》《湄公河行动》《长津

湖》，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学生也会深受影响。填写调研问卷的

320 人中，43.75%学生“乐于被剧情中人物激励”，37.19%的学生

认为“印象深刻”，会在观影后查阅真实历史资料。 

通过询问在学校常见的场景印象深刻度，我们发现，思政教育

中，语言和行为的教育有效性高于静态图片或文字的宣传教育。调

研问卷的数据显示如下： 

选项 选择人次（人均三项） 比例 

老师鼓励大家好好学习 210 65.63%

法律安全或消防安全教育讲座 182 56.88%

老师叮嘱大家完成作业 164 51.25%

上课手机集中存放 151 47.19%

学校 LOGO 114 35.63%

老师讲勤俭节约 105 32.81%

跟二十大有关的板报或宣传画 81 25.31%

四、成人中等教育在校生思政教育多样性研究建议 

基于上述调查研究，我们对成人中等教育在校的思政教育提出

如下建议。 

1.积极加强成人中等教育在校生思政教育的校外实践教育 

成人中等教育在校生，是中等教育文化成绩相对偏弱的群体，

好动不好静，绝大部分同学，缺乏长久静坐的耐心。校外思政教育

实践，改变了原有环境，突破校内课堂和网络课堂的局限性，符合

引起学生兴趣，加强关注，客观接受教育的行为逻辑。 

校外思政教育实践的多样性，是校外教育的固有特点，即使在

同一地点，也可以安排不同的时间，装入不同内容，不同的实践形

式。譬如，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餐馆学习，就可以开展不同内容

的主题教育。 

校外思政教育实践，不应不局限于学校组织的观看主题电影，

参观红色纪念馆或特色线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建议

在学校有序引导下，按照不同主题，积极鼓励学生自发组织校外思

政实践活动，形成有组织、有纪律、有规划、有报告反馈的班集体

活动。 

2.主动提升主题教育、行动实践在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在思政

教育中课时比例 

传统的校园卫生打扫、每日一件必做事，对学生的影响潜移默

化，基于成人中等学校学生对其的理解，其教育的有效性有待商榷。 

成人中等学校的学生，年龄集中在 16-18 周岁，具有该年龄段

青少年的心理普遍特征。绝大部分学生对事物的了解缺乏全面性，

然而这个年龄段学生叛逆而又缺乏持久性，成人中等学校学生因为

文化成绩的不足，敏感而缺乏自信，单纯的课堂说教教育效果不高。

特色主题教育、大咖讲座、诸如唱国歌升国旗行动，均是提升思政

教育有效性的良好手段。 

3.合理利用网络多媒体，减少网络世界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根据本次调研问卷反馈，学生耍手机的时候，排名前三的行为

依次是：听音乐、打游戏以及完成线上作业。完成线上作业，学生

必须通过手机等多媒体终端，其用时有限，而打游戏占据了学生耍

手机时最多时间。耍手机学生主要做的事，具体调研数据如下表： 

选项 综合得分 第 1 位 第 2 位 第 3 位 

听音乐 4.79 115|47.52% 92|38.02% 35|14.46%

打游戏 3.32 73|42.44% 57|33.14% 42|24.42%

完 成 线 上

作业 
2.69 36|24.32% 48|32.43% 64|43.24%

观 看 网 络

热 点 案 例

分析 

2.52 17|11.72% 47|32.41% 81|55.86%

观 看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经典案例 

1.95 33|31.73% 37|35.58% 34|32.69%

观 看 跟 自

己 紧 密 相

关 的 法 律

故事 

1.62 16|17.58% 30|32.97% 45|49.45%

看 工 匠 故

事 
1.12 30|51.72% 9|15.52% 19|32.76%

通过上表发现，除了前三项之外，在追随网络热点、了解传统

文化、了解跟自己相关的法律故事，也占据了学生一定的时间。说

明，学生关注跟自己紧密相关的事情，也喜欢追随自己喜欢的热点，

以保持自己跟社会的紧密联系。 

在网络普及时代，学校能充分利用电视中专现有的学习平台，

结合学生的喜好，适时向不同小组推送特色主题研究，甚至可以直

接导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在组群的主动讨论，教师根据学生

的讨论，及时归纳总结，其思政教育的效果必然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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