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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雅育人体系中时间管理类主题教育课
对高职学生的影响研究

●武晏好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五雅育人体系下主题教育课对高职学生时间管理能力培养的影响.在五雅育人体系中

学风“文雅”的育人理念下,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时间管理类、学风建设类的主题教育课程.本文详细阐述了五

雅育人体系下的时间管理类主题教育课的内容,以及如何通过这些课程有效培养高职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

研究表明,五雅育人体系下的时间管理类主题教育课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管理时间,还能促进其综合素质

的提升.文章最后提出了针对高职院校在实施类似课程时的建议,以期为其他院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五雅育人体系;主题教育课;高职学生;时间管理能力

时
间管理能力是高职学生不可或缺的核心技能，它直

接关乎学习效率的高低，并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个人

成长及未来职业道路的发展。 随着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要

求的不断提高，如何有效培养高职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在五雅育人体系的指导下，

通过设计并实施时间管理类主题教育课程，旨在探索一种有

效培养高职学生时间管理能力的方法。

五雅育人体系概述

五雅育人体系是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管理工程学院

“五雅辅导员工作室”凝练构建的一种综合育人模式，它强

调站位“正雅”、学识“博雅”、人才“贤雅”、学风“文

雅”、实践“风雅”的有机结合。 其中学风“文雅”育人理

念下，强调学生应具备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行为习惯，通过营

造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使学生逐步形成自律、勤奋、创新

的学习态度。

主题教育课设计

在五雅育人体系的指导下，设计了一系列学风建设、时

间管理类的主题教育课程，旨在培养高职学生的时间管理能

力。 课程内容涵盖时间管理理论学习、技巧训练及案例分

析等多个模块，旨在通过全面系统地学习与实践，切实提升

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 下面以“成长与梦想：时间管理指

南”一课为例进行阐述。

(一)课程选题

本课程旨在帮助树立青年学习和成长的目标，“广大青

年一定要练就过硬本领，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

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树

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

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引

导高职学生深刻理解学习的重要性和时间管理的必要性，从

而在青春的岁月里为实现个人理想和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１．认知目标

(１)学生能够深刻理解青年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意义，认

识到学习是青年成长进步的阶梯；(２)需要认识到时间管理

的重要性，理解时间的有限性和不可逆性，认识到合理规划

学业和生活对个人发展的影响；(３)能够掌握有效的时间管

理技巧，包括如何制定学习计划、如何优化日常安排，以及

如何在学习和生活之间实现平衡；(４)能够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出符合个人发展的学习和职业规划；(５)通过案例分析

和实践活动，学会如何将奋斗观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从

而在青年时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２．情感目标

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热爱和对时间的尊重，激发他们对知

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 通过时间管理实践，增强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让他们体验自我控制带来的成就感与自

我提升的快乐，激发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３．行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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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时间管理习惯，引导学

生结合个人职业目标和学业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

划，在日常生活中予以执行。 高职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能学会加强时间管理，有效提升个人的学习效率与专业

技能。

(三)课程对象学情分析

本课程面向的是高职大一新生，他们刚从高中阶段过渡

而来，对大学生活和学习充满新鲜感和好奇心。 然而，由

于高中时期较为依赖他人的督促与监管，他们可能尚未形成

时间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 正处于人生和学业的转折点，

需在大学初期建立正确的学习方法、生活态度，并培养时间

管理能力，为未来学习和职业生涯打好基础。 此阶段，学

生正从依赖性学习向自主性学习转变，需要学会合理规划时

间，平衡学业与个人兴趣。

(四)开展主题教育课的必要性

鉴于学生们在高中阶段可能缺乏系统的时间管理训练，

以及他们面临的复杂环境和网络诱惑，开展时间管理主题教

育课显得尤为重要。 时间管理课程可以强化学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帮助他们克服畏难情绪，避免不良行为的影响，从

而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此

外，课程还包括设定短期与长期目标的方法，教授学生如何

区分并优先处理重要任务，指导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与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间寻求平衡，从而确保学生能够有效利用时

间，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能。 增强学生的时间管理能

力，使其能够合理规划学习与生活，进而提升学习效率与生

活品质；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与责任感，推动其全面发

展；点燃学生的梦想与激情，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

人生观等。

(五)课程实施内容

１．课程导入

游戏引入《感知时间》。 预估与实践环节：让学生１分

钟内预估自己拍掌次数，并亲身实践以验证预估。 让学生

比较预估与实际拍掌次数，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理解时

间感知的主观性。 利用体验式学习，通过鼓掌活动，让学

生亲身体验时间的流逝，从而加深对时间感知的直观认识。

２．教学过程

(１)奋斗与青年。 通过聆听、观看超燃短片《有我》，

树立“梦想始于学习，事业成于本领”的观念，让勤奋学习

成为青春扬帆远航的不竭动力，让不断增长的本领成为青春

搏击风浪的坚实后盾。 在价值认知上通过歌曲引出学习是

成长进步的阶梯，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径。

(２)学习《论教育》中关于青年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内

容。 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以及艰苦奋斗的重要

性。 通过学习《论教育》中关于青年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内

容，引导高职学生深刻理解学习的重要性和时间管理的必要

性，在青春的岁月里，为实现个人理想和为社会作出贡献奠

定坚实的基础。

(３)开展讨论分享。“你是否曾在生活或学习中，坚持不

懈地为一件事努力过？ 那件事是什么呢？”进行思想引领，

树立奋斗意识、吃苦意识，让学生领悟到只有进行了激情奋

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贡

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４)学习一分钟效应。 通过短片《苍蝇的１分钟》，让

学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理解时间的宝贵。 通过小组头脑

风暴，让学生体验集体智慧的力量，激发创新思维。 通过

具体的例子，让学生看到一分钟可以完成的事情，加深对时

间价值的认识。 介绍“一分钟效应”的概念，提供理论指

导，帮助学生理解时间的宝贵和合理利用时间的重要性。

(５)时间都去哪了？ 通过谜语让学生思考时间的不可逆

性和有限性，增强时间意识。 让学生通过绘制时间饼图直

观了解时间分配，提高时间管理的自我意识。 让学生识别

和讨论浪费时间的行为，从而避免这些行为，提高时间利用

效率。

(６)掌握时间管理必备技能。 ①通过掌握清单时间管理

法，学会任务可视化。 让学生学会通过制作清单来管理时

间，提高效率和成就感。 ②掌握瓶子时间管理法，学会优

先级理解。 通过观看短片和讨论，让学生理解瓶子时间管

理法的原理，并学会如何应用。 ③掌握番茄钟学习法，教

会学生如何在专注与休息间平衡，提升学习效率。

(７)课后跟进，实际运用。 ①运用相关时间管理法安排

日常的学习生活；②设立“时间管理挑战”活动，让学生在

接下来的一周内实践所学的时间管理技巧，并记录自己的体

验和成果；③定期检查学生的时间管理清单和时间饼图，提

供反馈和建议；④建立长期目标，将时间管理作为学生个人

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学习成

绩和时间管理能力；⑤家校合作，鼓励家长也关注和支持学

生的学习情况和成长路径。

教学评价和实施效果

(一)教学评价

本课程的教师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对学生的深切关

怀。 不仅在课堂上积极引导学生思考，还通过各种教学方

法，如游戏、短片和讨论，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对时间管理的重视和对青年奋斗观的强调，为学生提供

了宝贵的人生指导。

学生们普遍认为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大地

提升了他们对时间价值的认识。 通过实践活动，他们学会

了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时间，并在思想上受到了激励，树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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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向上的奋斗观。

(二)课程总结

本课程围绕“时间观念”和“奋斗观”展开，通过一系

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和讨论，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时间的宝贵和

奋斗的重要性。 课程不仅提供了理论知识，还注重实践应

用，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所学的时间管理方法。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时间管理的基本方

法，还学会了如何制定长期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 同时，

学生们在思想上也得到了极大的启发，树立了积极向上的奋

斗观，为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实施效果

经过在实验组开展一个学期的主题课程教学的实施，并

与对照组进行长达三年的跟踪调查，可以发现这些主题教育

课程对高职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产生了显著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时间观念显著增强，实验组学生

深刻认 识 到 时 间 的 宝 贵，开 始 更 加 珍 视 并 有 效 管 理 时

间；(２)时间管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掌握了制定计划、合

理分配时间以及监控进度等技巧，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应

用；(３)学业成绩随之提高，得益于时间管理能力的提升，

实验组学生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学习时间，学业成绩显著提

升。 通过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实验组学生的自我管理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均得到了显著

提升。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大学生在校期间，有效管理个人事务和学习任务是其必

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提升时间管理技能不仅有助于学

业进步，还能为他们毕业后步入职场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培养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是教育工

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研究显示，在五雅育人体系的指导

下，一系列关于学风建设和时间管理的主题教育课程，对提

升高职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和个人学习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

影响。

(１)时间管理自主性提升。 在五雅育人体系下，主题教

育课通过融入时间管理的内容，使高职学生认识到时间管理

的重要性，提升了他们自主进行时间管理的意愿和能力。

他们能够更主动地制定和执行时间管理计划，从而更好地掌

控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

(２)时间管理有效性增强。 主题教育课的培训和实践使

高职学生掌握了高效时间管理方法，包括利用辅助工具、整

合零碎时间、选择高效时机和优化学习环境等。 这些方法

技巧的应用使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提

高了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３)时间规划能力加强。 主题教育课后，高职学生规划

学习和生活时间的能力明显增强，能明确目标、合理安排优

先级事务，减少时间浪费和拖延。

(４)自我管理能力提升。 高职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包

括自我监控、自我调节和自我激励等能力的提升使他们能够

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行为，实现个人发展和成长。

(二)建议

(１)注重实践应用。 鼓励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时间管理

技巧积极地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实践能加深学生对技巧

的理解，并使他们根据个人情况调整策略，从而巩固并提升

时间管理能力。

(２)完善评价体系。 为了能够对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进

行更加科学和全面地评估，需要建立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

体系。 该评价体系全面覆盖时间规划、任务执行、优先级

判断等，旨在让学生清晰认识自身能力，并指引其未来

进步。

(３)加强师资培训。 为了确保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需

要重视对教师进行时间管理教育方面的培训，提升教师对时

间管理的认识并改进教学方法，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指导学

生，以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１]陈良,武晏好,朱晓娟．“文化双创”引领高校非遗文创开发的

理论逻 辑 和 实 践 创 新———以 常 州 留 青 竹 刻 为 例 [J]．江 苏 商 论,

２０２４(０２):１０８Ｇ１１２．

[２]高永梅,沈海娟,王玲．高职学生课余时间管理现状分析及对

策研 究———基 于 浙 江 省 １０ 所 高 职 院 校 的 调 查 [J]．职 教 论 坛,

２０１５(０５):４３Ｇ４７．

[３]陈树根．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J]．中

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３(１８):１２１Ｇ１２３．

[４]黄时华,吴广宁,钟泳如,等．高职新生无聊倾向性、时间管理

倾向和学习适应的关系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２０１３(０７):８４Ｇ９０．

[５]关冬梅．高 职 学 生 软 技 能 的 培 养[J]．中 国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２００７(３０):３７Ｇ３８．

[６]李世合,徐英鹏．高职大学生时间管理能力培养策略研究[J]．

现代职业教育,２０１８(３３):１８８Ｇ１８９．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３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项目名称: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职院校“五雅并举”育人实践模式研究,项目编

号:２０２３SJSZ０７５５.

作者简介:

武晏好(１９９３－),女,汉族,江苏常州人,硕士,助教,江苏城乡建

设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文化育人.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