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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daily teaching activit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school where the author works will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s and labor habits, strengthen patriotic beliefs, and ensure that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behaviors are 
consistent with educational goals. How to cultivate good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has always been a core issue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for smart elderly care is growing rapidly with enormous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this context,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talents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chools.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bout 
imparting knowledge, but also about shaping students’ values and cultivating their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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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职院校智慧养老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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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推进思政教育融入职业教育的日常教学活动，笔者所在学校将培养学生的兴趣、
劳动习惯，坚定爱国信念，确保教育教学行为与育人目标相统一。如何培养新时代好学生，一直是高校教育的核心议题，
同时智慧养老需求快速增长、发展潜力巨大。在这个背景下，立德树人成为学校的根本任务。职业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
还包括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培养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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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塑造学生价值观和培养学生能力的过程中，教师队

伍成为关键的“主力军”，课程建设是“主战场”，课堂教

学则是“主渠道”[1]。专业课程承担了育人责任的重要角色，

需要守好教育渠道，种好责任田，以确保专业课程与思政课

程双向并行，形成蝴蝶效应，作用于学校育人的全过程中。

智慧养老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搭建信息平台和传感网系统，对

居住在家里、社区和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提供集“医养康护乐”

为一体的智能化、低成本、个性化的便捷养老服务。如何在

智慧健康养老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体现课程思政，探索专业课

中的“思政元素”，实现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与德育目标的

统一，成为职业养老专业教师关注的研究热点。在产教融合

背景下，探索高职院校智慧养老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可为

职业院校在适应新时代养老产业发展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内容

2.1 研究阶段
我们将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阶段。

2.1.1 第一阶段：教改课程思政

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课程内容的深度融合和课堂

教学改革课程思政，基于工作项目的教学模式，打造智慧养

老教学团队，成立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思政工作室，巩

固养老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示范课程建设的特色、亮点和

创新点。

2.1.2 第二阶段：机制建设

探索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在校级科研课题和教学成果

奖中单列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专项，建立学校思政课程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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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理论与课程思政研究保障和激励机制。

2.1.3 第三阶段：项目推广
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成果展示和示范课巡讲，探索

建设公开示范课，全面推广和分享学校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

的成果。

2.2 具体实施步骤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采取了以下具体实施步骤。

2.2.1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①组织教研团队，分析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明确思

政教育的核心目标。②基于分析结果，对专业教学人才培养

方案进行重新审定，明确思政课程的内容、学时和教学目标。

2.2.2 构建“课程思政”专业课程体系
①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各

专业课程。②设立课程设计小组，制定每门专业课程的“课

程思政”教学计划。③开始实施修订后的课程，确保思政内

容与专业知识相互贯通。

2.2.3 教师培训与教学改进
①举办教师培训工作坊，提升教师的思政教育理念和

教学技能。②提供教学资源支持，鼓励教师采用互动式、案

例分析等多元教学方法。③定期组织教研活动，分享成功的

教学实践和经验。

3 实践方法

3.1 变革评价方法
“突出能力、注重过程、坚守品质”作为智慧健康养

老专业教学考核目标。将学生的实训成果作为课程考核的主

要目标转变为基于项目的评价方法，将知识、能力、素质、

德育考核目标融为一体，坚持“立场稳、素质高、能实战”

为专业思政教学的主导思想，在基于职业活动背景下的具体

岗位来分析学生的学习过程，科学、高效、公平、客观地评

判学习者学习效果 [2]。

3.2 革新专业课教学内容
通过将庆阳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的日常工作、照护内

容、工作环境与智慧健康养老专业的学习方式、学习内容、

学习环境以及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项目、教学氛围无缝对

接，将养老专业知识储备、技能的锻炼与职业道德的理念认

同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情感培养在教学设计中实现全覆盖，在

教学实施中同向并行让学生通过基础理论教学逐步提高道

德修养与文化素养，建立起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专业意识。

3.3 实施“八结合”，更新课程思政元素
将中国的爱老敬老文化与服务精神相结合；将马列主

义和课程思政教学中“课程思政出真知”的课程思政观点相

结合；将尊老爱幼的传承精神与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相结合；将老年照护、老年营养与膳食和老年心理学等课程

的学习与老年人需求相结合；将行为训练与学生的思想相结

合；将《老年营养与膳食》《老年照护》等课程学习与美丽

乡村建设学习结合；根据“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

什么样的人？”的时代拷问，紧跟新时期职业教育的使命，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教学始末，实现育训结合、德

技并修的德育教学目标和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相结合。

3.4 创新课程思政实施手段
组织学生参与专业性的社会课程思政和志愿服务，引

领将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有机融合。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

管理专业组织大一学生开展为期 15 天的赴庆阳市养老综合

服务中心见习，将养老机构文化与学校文化对比起来认知，

初步实现间接工作经验与职业工作经验的转换，培养学生对

职业的认同感；大二开展为期 1 个月的专业技能实训，将南

梁精神、传统文化和医护服务理念深度融合，培养学生顾全

大局、面向群众、深耕专业技术、精益求精的新时代养老护

理人员；大三开展为期 6 个月的顶岗实习教育，实现理论知

识运用到实践中，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提升对专业知识的

认知。

4 实践成效

4.1 学生思政教育效果明显
学生积极参与思政课程，积极参加讨论和思考，表现

出对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也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参与

公益活动，体现出了明显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学生对自身作

为公民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思政课程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国家历史和文化，培养了

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更加关注国家的发展和改革，迫

切想要参与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在思政课程中形成坚

定的爱国信念，认为自己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3]。

4.2 教师教学水平提升
教师对思政教育的理解和实施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教

师对思政教育的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将其融入教学中，

使学生更容易接受；教师采用更多互动式教学方法，鼓励学

生思考、参与讨论，创造了积极的课堂氛围；教师将思政元

素融入各门专业课程中，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教师之间的教学经验分享促进了教育教学方法的不断

创新和改进：教师之间积极分享教学经验，促进了教学方法

的交流和创新，共享教育资源，使得更多有益的教学资源得

以应用，丰富了课程内容，同时教师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关系，共同探讨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提升了教学质量。

4.3 学校综合育人功能增强
学校在思想道德、文化素养等方面的综合育人功能得

以增强，学生不仅在专业技能上有所提升，也在社会责任感、

团队协作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发展：学校通过思政课程培养

了学生的道德观念 [4]，提高了他们的道德素养。在课程中接

触到丰富的文化内容，形成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培养了学生社会责任感，使其明白自己

在社会中的作用，并通过项目合作和团队的活动，提高了他

们团队协作和沟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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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发掘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在制定课程标准时单列思政元素目

标。结合“智慧养老”这个关键词，发掘整合本课程所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题材，在培养学生工作能力的同时，坚持德

育双修，引导学生将专业技能的学习转化为思想对行为的支

配能力。

形成了多元评价体系，评价主体由学校、用人单位、

政府机构多部门组成，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需要学院主题教育

党政机构监督，发挥授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协调各方利益，

构建相对完善的以学生、教师、养老机构为主体的多元化协

同体系，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的功能定位，发挥各部门指导

作用，形成专业课思政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有力地推动课

程思政效果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如

图 1 所示）。学生的自评在课程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通过自评，可以让学生、老师清楚认识到教学的不足，

进而进行改正。他评则是由学生、老师、部门、养老机构共

同组成评议小组，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做出全面的报告，以

考察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是否达到其要求，进而提出改进 

意见。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体系始终坚持结

合陇东地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庆阳市产业定位与全市养老

市场人才需求为出发点，以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能力为核心，

以主流价值观为导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文化

为基石，将新开发的课程思政元素准分解量化融入教学体系

中，实现课程思政教学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职业资格证书

同步、课程元素开发与职业标准同步、课程思政教学方案与

职业标准同步、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有效衔接，

将学校课堂教学与用人单位实践教学有效结合，形成协同发

展。发挥高职院校的辐射功能，建立和完善资源融合利用机

制，推进课程思政与课程设置。

专业课不仅要满足学生适应就业单位的需要，更要突

出学生的综合能力，专业教学融入课程思政，能够直接将高

职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与普通教育作比较。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以学生的思想行为准则为指导，综合考虑学生的理论知识、

专业技能与思想行为等各方面基础上，突出重点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是由教师、学校、养老机构、监督部门共同研究制

定 [5]。各主体在进行评价时，应依照较为全面的评价等级标

准来判断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影响，使得学院有依据，便

于及时改进及在全校其他专业推广应用 [6]。

6 存在的问题

6.1 渐进性与团队支持
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有机融合需要逐步进行，同

时需要教学团队不断摸索、总结经验。这可能导致进展较慢，

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来发展。

6.2 课程思政路径
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课堂需要更多系统性和一贯性。

点卡式融合可能导致思政教育的不连贯性，需要更好地协调

与统一 [7]。

6.3 专业课程与思政融合

虽然已经进行了理论研究和课程思政探索，加之中国

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现实状况，仍需要更多实践与创新，确

保思政与专业课程的深度融合。

6.4 教师角色与职业活动

教师在融入红色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元素时，可能需

要更多培训和支持，以确保能够有效传达这些价值观，并将

其与专业技能教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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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元化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