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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三师”协同育人视域下中职“课程思政”的路径
与机制研究
马海鑫 李凤香

沈阳现代制造服务学校，中国·辽宁沈阳

本研究阐述了新时代中职教育中“三师”协同“课程思政”教育模式的探究。研究从“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根源开始介
绍，简述“三师”型教师在中职教育中的作用，阐述了中职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理论教育与实践活动的必要性，
对培养适合时代发展人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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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自 2014年起，在高校中关于

探索学生就业导向的教育思路，而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广为研

究。随着近几年“三师”协同发展在高校中不断实践，进而

在“三师”协同育人视域下“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在中职院

校发展中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激起了中职教育研究者的探

索兴趣。

2 “三师”协同“课程思政”育人的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

解决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课程分裂的现象，通过开

发利用相关课程的教育资源，挖掘所学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探索这些课程背后的思想政治意义，更有利于发挥育

人的作用 [1]。

中职教育中主要开设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

通识课程，以及教育实践活动课等。“课程思政”的含义是

学校以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和通识课程为基础，

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包

含了理论课与实践课两个部分的内容，理论部分主要以课堂

教学为主，而实践部分重点以参与的企事业单位合作的社会

实践教学活动为主 [2]。从中职学生的教育发展思路来看，学

校中的思想政治课程教育是学生学习相关思想教育的主要

渠道，也是中职学校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工作内容，对

于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社会发展、思想健康的人才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可是，多年来中职教育的发展中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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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思想政治实践课程一直没有做到很好的融合，两者的

教育形式一直处于割裂的局面，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学生的

思想教育培养没有很好的融合，影响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课程思政”这一教育形式的探索，有助于发挥、挖

掘专业课、通识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为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课服务；或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和通识课的

实践活动中，真正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实现教育关联性

的效果。

在中职教育中，正是由于“课程思政”教育体系的构建，

才出现了“三师”教育模式。“三师”是指具有教师育人能力、

相关专业技术能力、职业规划指导师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3]。

这样的教师必定经历过教书育人和职业教育输出，甚至企事

业工作的历练，他们了解职业经历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具

备怎样的能力，应该采用怎样的教育方式各符合培养人才的

需要。中职学校中具备这样“三师”能力的教师是中职学校

就业导向的保证。尤其，采用“三师”协同“课程思政”的

教育模式后，对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3 构建“三师”协同“课程思政”发展路径

与机制

3.1 抓好顶层设计，搭建“课程思政”课程体系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职学校教育思路想实现从思想政

治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这是一项

系统化的工程，需要全校的师生共同探索，反复实践而完成。

在中职院校全面探索“思政”的背景下，“学科思政，人人

思政”将成为学校常态化的发展目标。中职院校思政教育工

作繁琐、任务重、情况复杂，需要学校的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和配合，号召动员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到这项工程中来。学校

领导要发挥中职院校多年来建立的企业关系，整合资源，建

立相应机制，促进“三师”协同“课程思政”课程体系的建立。

学校不仅具备培养职业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还要有将课程

思政的理念和教学实践引入学生生活中的能力，将思政教育

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职业规划等不同层次中。为了在中

职院校中高效地推行“课程思政”，学校还要建立健全的教

学和学工激励机制，组织全校任课教师和学工参加培训，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让全校教职工更好地理解课程思政的教育

意义，开发出更多适合在学校推行的衔接课程。全面搭建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教育、职业实践教育三位一体的“课

程思政”教育体系，利用“三师”协同教育模式，将课程思

政的理念完全贯穿于学生中职教育生涯的始末。

3.2 中职院校加强“三师”教师队伍的培养

“三师”协同育人“课程思政”，顾名思义是教师具

备三种类型的身份通过教学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

容与中职学生的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在实现对学生专业知

识、文化课程教育的同时，实现思想价值观的培养。教育的

主体是人，“三师”在推行“课程思政”教育体系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中职院校往往

“三师”能力体现在三个不同的人身上，不能实现三个能

力于一人。学校应广纳人才，用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措施，

吸纳符合具有“三师”能力的人才，扩大学校的教师队伍。

对现有的教职工队伍，应重新培养，加强专业课教师企业实

践知识的培训，补足他们的短板。例如，教授广告设计的教

师，对广告制作的原理、操作层面的教学比较娴熟，而对于

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不同性质的产品，以及现在经济发展

中消费者的认知层面，职业道德观念和法治层面的认知相对

薄弱。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中职学校的教师需要与时俱进弥

补的。学校也可与企业合作，引进企业中的专业人才，到学

校里做课程思政实践指导，让学生们较早接触到企业文化，

了解企业中需要的人才思想政治素养。

3.3 “三师”协同“课程思政”体系融合发展

学校教育的意义是通过教育形式“立德树人”，而中

职院校存在的意义是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各行各业培养出

具有专业素养的产业从业人员，而这些企业未来的基层人员

的道德素养将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学生的道德素养不能一味

地采用单一的课堂灌输教学形式，而应在学校的实践活动中

让学生不断将思想政治理论内化为自身素养，通过在实践活

动中的思考规范行为。青年学生需要通过课程思政的实践活

动，认识世界，了解社会文化。再结合“三师”的理论与实

践教育模式，通过言教与身教相统一的教学方式，修身立德，

为学生做出示范，对学生的思政教育产生影响，丰富他们的

道德情感，把规范道德行为作为在校学习的准则。中职学校

应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社会调查、志愿者活动、创意创

新项目、校企合作等社会实践活动，增加学生的社会见识，

培养社会责任感，让学生身处其中感受和理解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思想，促进青年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

观，增强学生的思政获得。

4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三师”协同育人视域下中职“课

程思政”的教育路径与机制研究，将基础课程教师、思想政

治教师和企业教师的教育思想融为一体，共同发展“三师教

育”。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指导思想，贯穿于三类课程始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科学、合理、高效地推行中职院校

“课程思政”改革，为国家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职业人才找到新路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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