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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vocational schools, there is an in-depth study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Relevant data was collect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rough the use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elp them better handle stress, adapt to lif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Further exploration was conducted on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enhanc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aining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innova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not only enhances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ut also helps them establish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cultivates more high-quality junior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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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校“课程思政”与学生心理韧性增强的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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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高职校“课程思政”为研究背景，对其与学生心理韧性间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统
计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课程思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压力、
适应生活和学习环境。进一步探讨了“课程思政”提升学生心理韧性的具体策略与方法，包括融思政训练于专业课程中、
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对于高职校“课程思政”的开展，不仅在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还可以帮助
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初级工程技术人才。

关键词

高职教育；课程思政；心理韧性；教学策略；学生参与度

【课题项目】江 苏 联 合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课 题《 五 年 制 高

职 校 提 升 学 生 心 理 韧 性 的 实 践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B202211011）。

【作者简介】韩海侠（1977-），女，中国安徽宿州人，本

科，副教授，从事思想政治研究。

1 引言

高职教育是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于国家

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当前的高职教

育中，并未充分挖掘和发挥“课程思政”的巨大潜力，导致

学生对象的心理韧性提升效果不甚理想。心理韧性是指个体

面临困难和挑战时，不仅可以调适应和恢复，而且可以保持

或复原到高于个体的上一个功能水平，即所谓的复苏和超

越。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强化心理韧性的培养，有助于他们

在学习生活中更好地处理压力 , 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因此，

深入探索和研究“课程思政”与学生心理韧性的互动关系，

便显得尤为关键和必要。本研究以高职校“课程思政”为研

究背景，进一步探讨了“课程思政”如何提升学生心理韧性

的一系列策略与方法，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为高职教育的深

化改革提供有利参考与借鉴。

2 高职校“课程思政”与学生心理韧性的关
系分析

2.1 高职校“课程思政”的定义和作用
高职校“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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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以达到教书育

人、立德树人的目标 [1]。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

传授和技能培养，更注重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内容，使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的塑造

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

“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将思政教育渗透到各个专业

课程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

育。例如，机电一体化专业与制造业密切相关，因此在教学

中可以结合行业实际来开展思政教育，通过讲解中国制造

2025 规划、介绍行业内的优秀人物等，引导学生关注国家

发展大局和行业发展趋势，激发其爱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在

《物联网导论》课程中，可以通过补充讲解北斗定位系统的

建设过程及战略意义、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现状等，增强

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

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锤炼精神品格。

在“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十分关键，

需要教师具备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和对专业课程内容

的深刻理解。教师通过适时引入典型案例、社会热点问题和

历史事件，将思政治理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不仅提升了课

堂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还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和育人实

效。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思政教育的真正价

值，从而自觉接受和践行所学内容 [2]。

高职院校通过“课程思政”的实施，能够有效应对当

前教育中存在的德育与智育断裂的问题，避免了单纯知识传

授和技能训练的片面化倾向。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高、具备

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现代化

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课程思政”不

仅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对于

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深远的意义。

2.2 学生心理韧性的定义和重要性
学生心理韧性是指学生在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困

境、压力和挫折时，能够保持情感稳定、积极应对和迅速恢

复状态的心理特质。这种韧性不仅涉及学生自身的内在心理

素养，还涵盖了他们在外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应对策略。

研究表明，心理韧性是学生能否成功应对未来职业挑战及个

人发展的关键因素。

心理韧性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心理韧性能够帮

助学生有效处理压力和挫折。高职校学生面对的学业压力、

就业压力和社会压力等多方面的挑战，通过具备较高的心理

韧性，学生可以更从容地面对与应对这些挑战，保持心理健

康和积极的心态。

心理韧性对于学生适应生活和学习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高职校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常常充满不确定性，学生需要

不断适应新的课程内容、新的学习方法以及与同学和教师的

互动关系。一个具备高心理韧性的学生，能够更快速地适应

这些变化，从而提升学习效果及社会适应能力 [3]。

心理韧性还能够促进学生良好的人际关系。高韧性学

生在面对人际冲突、团队合作和社团活动等情境时，更能展

现出积极沟通、情绪管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

其在学习期间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

下坚实基础。

另外，心理韧性对学生的自我认知和目标实现有巨大

促进作用。具备心理韧性的学生往往能够保持积极的自我认

知，坚定目标，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逐步实现自己的职业

和人生目标。他们能在挫折中寻找成长的契机，而不是简单

地被挫败感击倒。

学生心理韧性不仅是其个人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应

对外部压力和挑战的关键素质。在高职校教育中，关注和提

升学生的心理韧性，已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如“课程思政”，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心理韧性，为其成长和未来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

2.3 “课程思政”与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关系
“课程思政”通过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关注知识的传

授，更强调德育和价值观的培养。学生在接受“课程思政”

过程中，能够逐渐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提升自身抵御压力

和应对挑战的能力。思政教育的内容往往与学生的实际生活

和专业学习紧密结合，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能够内化

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从而提升心理韧性。思政课程的互动

性和参与性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表达和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增

强他们的归属感和人际支持。“课程思政”还通过典型案例

分析、情感体验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共鸣和认同，使心理韧

性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支持，使思政

教育成为增强学生心理韧性的重要手段，进而培育更加全面

的发展素质。

3 “课程思政”提升学生心理韧性的策略与
方法

3.1 在专业课程中融合思政训练
在专业课程中融合思政训练是“课程思政”提升高职

学生心理韧性的重要策略之一。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学生专

业能力的提高，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与行

为模式，为其心理韧性的增强打下坚实基础。

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结合，有助于思政内容的具体

化和实际应用。通过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可以将抽

象的思想政治理论转化为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具体内容，

如通过案例分析、项目设计等方式，使学生在解决专业问题

的过程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这种方法增强了学生

对思政教育的认同感，使其能够在日常学习中自觉吸收和运

用这些知识。

在专业课程中设定具有思政教育内涵的项目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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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意识。例如，在工程类课

程中，可以设计涉及环保、公共安全等社会问题的项目，让

学生在完成这些项目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专业知识在社会

发展和公共利益中的作用 [4]。这样一来，学生在获取专业技

能的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责任感，并在未来的工作中

践行这些价值观。

加强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还要求教师具

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既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较

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教师的培养和发展也成为其中的关键环

节。这就需要通过进修、培训等形式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能

力，使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自如地融合思政教育内容。

综合来看，在专业课程中融合思政训练不仅能实现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双重目标，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心理韧

性 [5]。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专业学习中不仅获得了知识和

技能的提升，更增强了自我调节、适应环境的能力，对日后

的学习和生活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3.2 创新思政课程体系
为了有效提升高职校学生的心理韧性，创新思政课程

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通过系统性的课程设计 , 可以

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 , 从而更全面地促进学

生的心理健康和成长。

在创新思政课程体系方面，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优化。

课程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讲解，而应结合实际案例，

特别是与专业相关的真实案例，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感

受思政教育的实际应用。这样的内容不仅能增强课程的吸引

力，还能帮助学生在解决专业问题时，应用所学的思政理念，

从而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

课程形式也需创新。传统的单向授课模式应向多样化

的互动教学模式转变。可以引入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模拟

法庭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提升对思政内容

的理解和认同。这样的互动教学形式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

合作，增强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有效提升他们在面

对困难时的心理韧性。

还需合理安排课程的时间和进度，使思政教育贯穿整

个教学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在某一学期集中授课。通过这样

的安排，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政教育，把

思政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可以形成长期

的正向影响，帮助学生在整个学习阶段持续提升心理韧性。

评价体系的创新也十分关键。传统的笔试、理论考试

不足以全面评价学生对思政内容的理解和应用水平。应引入

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包括平时表现、实践活动参与度及效

果等，通过全面的评价反映学生在思政课程中的实际收获和

成长。

通过内容优化、形式创新、贯穿式安排和多元化评价

体系的变革，可以构建起高职校创新的思政课程体系。这一

体系不仅能提高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兴趣和参与度，还能通过

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学生心理韧性得到显著提升，为他们未

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校“课程思政”成效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的建设

与提升。教师是课程实施的核心推动力，其素质直接影响学

生心理韧性的培育效果。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思政师资队伍，

应采取综合性措施。应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开展针对性的

培训和进修，使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鼓励教师进行跨学科交流，提升其综合素养，从而能够在教

学过程中自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需建立激励机制，增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通过评选

优秀教师、设立教学成果奖等手段，肯定教师在“课程思政”

方面的贡献，从而提升其投入感和责任感。制定明确的教学

标准和评价体系，确保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严格按照要求实施

“课程思政”，并对教学效果进行科学评估。

应注重团队合作，打造一支团结协作、相互支持的教

师团队。通过教研活动和团队建设，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交

流和资源共享，使每位教师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都

能得到充分的支持和指导，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心理

韧性。

4 结语

本研究以高职校“课程思政”为重点，发现它对增强

学生心理强度有很大帮助。结果表明，“课程思政”帮助学

生心态变强，学生积极参加和参加社团活动都能增加这种帮

助。因此，论文提出许多方法来增加学生的心理强度。但是，

研究还有些不足，比如样本太少，需要更多研究来确认。未

来，希望高职院校能更注重开展“课程思政”，鼓励学生参

与，以增强他们的心理强度，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和学习

挑战，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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