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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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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是对思政教育的一种革新。将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纳入思政育人体系中，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政意识，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开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作者简介】徐秀清（1971-），女，中国云南个旧人，硕

士，副教授，从事经济管理、教学改革研究。

1 引言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实施，可以通过教学主体协同育

人、教学内容整合育人、教学模式优化育人、教育资源共享

育人以及教学评价实践育人等几个层面来实现，推动高职院

校课程思政的落实，让高职院校学生能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

同时，形成正确积极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从而在走向社

会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2 高职院校教学主体协同育人

高职院校是国家重要的人才培养摇篮，每年为社会输

送大量的优秀人才。在高职院校教育育人过程中，思政教育

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传统的高职院校思政教育，主要依赖于

思政课程进行，这就造成了思政实践的局限，无法全面覆盖

和渗透所有的专业课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是对思政教育

的一种改革和转型，发挥高校思政教育优势，从立德树人这

个基本点出发，将所有课程都纳入思政教育体系中，协同

育人、全面育人。高职院校实施课程思政育人机制构建中，

要从教学主体入手实现全协同协作。在高职院校教育系统当

中，思政教育不再仅仅是思政教师的责任，基于立德树人这

个总的目标，所有专业课程教师都要以此为核心，加强思政

渗透和配合，让思政教育真正融入高职院校教育的每个环

节。协同育人需要所有课程的教师能够统一目标，以高度的

思想认知和明确的育人目的为基础，在课程中积极分析和总

结出思政育人的契合点，并加强教师之间的教学沟通，使得

思政育人能够统筹兼顾各个学科 [1]。

3 高职院校教学内容整合育人

课程思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在高职院校专业课程中融

入思政内容，这就需要各专业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提

炼出思政结合点并予以完善。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内容较多，

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教学内容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这给课程思政的开展带来一定难度。高职院校在课程思政协

同育人方面，要从教学内容层面进行强化，提高教学内容

的思政结合成效，让专业内容不限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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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进行辐射和扩展，引申出思政内涵和意义，如专业课程

中涉及历史、人文、政治、经济、地域、社会以及时事等方

面的要素，都能够进行思政教学的联系。专业课教师要善于

进行思政教学的挖掘，基于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对专业知

识进行重新梳理和构建，将思政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结合，

呈现出专业中有思政、思政中有专业的课堂教学特点 [2]。在

教学内容的思政整合和实践中，不能僵化地进行思政讲解，

这样就导致专业课成为另一个思政课堂的情况，会让学生感

觉到乏味。课程思政要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和熏陶，

从专业课内容的角度来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提高学生

的思政素养水平。专业课老师要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为基础，

从专业角度来进行课程设计，在课程中巧妙利用专业内容与

思政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强化思政认

知，如在专业课程讲解时，提出一些带有思政特点的问题，

启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能够发散思维进行充分和深刻的思

考，以专业内容为中心来扩展知识面，将专业能力和素质与

社会贡献、发展等进行结合。

4 高职院校教学模式优化育人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需要依据思政协同育

人的目标进行改革和优化。传统的课堂模式中，主要以专业

知识讲解为主，较为倾向于理论教育。课程思政对于学生实

践能力的要求较高，在教学模式上需要尽可能为实践提供条

件，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将思政理论与实践进行联系。高职院

校要积极创设实践环境，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进行整合，

专业课教师可以利用实践活动形式，让学生能够亲身参与到

课程思政当中。高职院校团体和组织等，都可以成为思政育

人的重要媒介，通过各个院系的学生会、社团等校园组织与

教学课堂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形式精彩丰富的思政实践机

会。学生可以自行组织有关思政实践的活动，如校园演讲、

知识竞赛等，让思政内涵与专业知识以实践活动形式进行呈

现，让高职院校大学生积极进行参与 [3]。在教学模式的优化

中，要积极利用信息网络的优势。互联网可以拓展学生的视

野，让学生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接触到更多具有

课程思政价值的内容，同时也能够及时了解时事政治。互联

网为学生提供了交流沟通的渠道，更多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可

以畅所欲言，结合专业知识、思政思想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和

建议等。

5 高职院校教育资源共享育人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在协同育人方面起

到显著的作用。在课程思政育人过程中，高职院校之间也要

加强合作，通过进行课程思政的研讨，分享在思政育人中积

累的经验，能够提升高职院校整体的课程思政实践水平。在

资源共享过程中，不同高职院校会有很多独特的经验，这些

经验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性的课程思政体

系。高职院校可以基于资源共享，建立育人联盟。每个高职

院校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分享经验的同时，共同面对

思政育人中的问题。通过对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究，有效进行

解决和应对，增强课程思政的整体实施能力。高职院校合作

作为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重要基础，可以推动高职院校教师

进行沟通，加强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综合层面的合作效果。

通过高职院校联动来促进课程思政的教育资源融合，可以发

挥更大的作用，让各个高职院校都能够齐头并进，在课程思

政育人方面作出贡献。

6 高职院校教学评价实践育人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开展，需要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

进行评价。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要做到全面、有序、灵活。

全面是将所有与课程思政相关的要素都考虑完全，如内容、

方式等，从而在课程思政的发展中，可以不断进行完善和补

充，保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国家育人需求的同步。在有序

方面，则是从课程思政的体系建设和实施步骤方面进行评

价，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是一项长期的教育任务，要从教师

队伍建设、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进行考虑，高职院校的课程

思政参与主体必须涵盖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学生以及高职

院校领导等，建立一个全过程的思政育人机制，从学生在思

政学习和领会中的思想意识、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灵

活性则是在思政育人中，需要采用多元化的评价，不仅要对

学生知识、技能方面予以评价，还要从学生的实践、创新、

探究等方面进行评价。

7 结语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构建，是立德树人教

育目标的实现基础。高职院校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有着极

大的优势，在思政育人方面要积极发挥这种优势，让高职

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德才兼备，符合国家建设发展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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