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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78年我国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的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文化等,然而在与

国外文化不断交互的过程中,国外一些不良文化也逐步渗透。尤其是在我国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各大新媒体平台不断涌现,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各大主播在网上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这对于处

于开放环境、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受社会影响较大的大学生来说,极容易受到国外文化和各大平台主

播思想的影响。严重的甚至出现政治立场错误,本文以“立德树人”为基础,分析课程融入思政的基本方

法,将思政元素融入平时教师教学,引导学生建立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为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文章采用调研的方法首先分析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融入的主要问题,然后分析其原因,最后

提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改革融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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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融

入,我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

是在文化融合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多大学

生的价值观却呈现出扭曲现象,尤其是在

去年疫情期间,很多高学历低素质的人被

曝光,如中国科学院大学20级硕士研究生

季子越去年在国外网站发表辱骂中国的

不当言论,价值观出现严重扭曲,平时作

为男生身穿女装。甚至有的人为火,在各

大自媒体平台出现一些颠覆三观的举动。

这都表明,当前在教学改革中融入课程思

政势在必行。为深入了解课程高职院校思

政融入情况,笔者对洛阳市洛阳科技职业

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和河南林业学院

进行网上问卷调研,调研后认真归纳总结,

了解当前职业院校学生在思想政治课程

学习状况、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整合教

学情况,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提出对策。 

1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融入存在

的问题 

1.1课程思政概念不清,教学目标不

明确。当前很多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概

念理解不清,认为课程思政就是将思想

政治的相关东西融入课程教学。实际上

这是错误的看法,课程思政的面很广,根

据不同的课程融入思政的元素不同。课

程思政是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教学中,

将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相结合。在对洛

阳科技职业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林业学院等学校的调研中发现

73.4%的教师在课堂中未穿插课程思政

相关内容,54.3%的教师表示对课程思政

并不了解。这表明,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

程目标不明确,很多教师甚至不了解课

程思政,更多的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还

是以专业知识讲解为主,在专业知识讲

解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较少。另外当前

很多高职院校也没有对课程思政足够重

视,没有组织专门的课程研讨或讨论课

程思政问题,课程小组也未针对课程问

题研讨课程思政融入问题,导致课程思

政边缘化[1]。高职院校学生由于本身自

制能力较差,容易受社会文化影响,因此

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

正确的价值观,对于学生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在对洛阳市高校调

研的过程中发现,当前高职院校的教师

对于课程思政的概念并不了解,课程融

入思政的目标也不明确。 

1.2课程研究不足,教学资源缺乏。

课程思政融入需要对课程足够了解,以课

程组为单位,对课程进行深入调研,课程

对接企业技能要求,课程对接岗位需求职

业道德要求,课程对接社会伦理道德要

求；通过调研对课程进行重组,编制校本

教材,从而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储备。

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高职院校利用将思政

元素融入课程并建立教学资源库的洛阳

市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这就是的课程思政

形不成体系,每个教师讲授也不统一,导

致课程思政融入也只是停留说说的层面。

调查结果也显示当前洛阳市职业院校没

有成立课程思政相关的专业课程研究机

构或是教学团队,说明高职院校对课程思

政的开展流于形式,滞后意识严重[2]。 

1.3专业师资缺少,教学方法单一。

课程思政的融入离不开教师。当前高职

院校存在师资队伍匮乏,教师队伍不合

理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前职业院校的

教师大部分都是从学校直接毕业的大学

生,缺乏企业经验,在授课的过程因为对

企业岗位不了解,所以出现对技能讲解

不清晰,对自己模糊的概念上课含糊其

辞,对学生产生错误的引导。在对洛阳市

几所高校调研中发现,高职院校教师30

岁以下的占比70%左右,这些教师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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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毕业之后直接进入职业院校,缺乏社

会经验,教学方法也主要是以理论教学

为主,教法单一,对于企业的一些实践技

能,一般都是简单的进行讲解。而职业院

校主要还是以培养技能人才为主,当前

职业院校的教师结构和职业院校教师的

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课程思政融入更

是存在较大问题,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年

轻教师本身价值观就不定,所以在教授

学生的过程也会出现很多不当言论,从

而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 

2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存在

问题的原因剖析 

2.1对课程思政教育认识不足。从调

研中发现,当前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关注

的重心主要是专业知识和技能,忽视了

课程思政融入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3],

使得思政元素在专业课程的融入较少,

很多教师对于思政在专业融入的切入点

也不太懂,即便教育厅在不断推行课程

思政,但是课程思政的融入仍然十分有

限。另外很多高职院校在评定学生学习

情况时更多以成绩作为衡量标准,对于

课程思政很少考核,甚至不考核。这一方

面是因为课程思政考核很多教师不知道

具体量化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专业

课考核时不知该如何融入课程思政。这

都表明当前很多高校都缺乏对课程思政

的重视,认为学生在校学习更多的应该

是理论和技能学习为主。然而事实是当

前很做职业院校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

定位并不清晰,当遇到一些困难们往往

是一种退缩状态,在对洛阳市几所学校

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高职学生思政

政治意识薄弱,对于社会信息缺乏判断

力,甚至在一些不良信息的诱惑下出现

一些违反社会道德的不良行为。因此高

职院校思政建设较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很多高职院校对课程思政认识不足。 

2.2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不深入。在课

程里面加入思政元素是培养大学生良好

价值观的重要一步,课程思政融入专业

课程,能够让学生全方位的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人生观。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进

一步拓展。通过课程思政融入可以让学

生小到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大到爱国爱

家全方位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然

而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洛阳市几所高职

院校思政融入课程并不深入,很多教师

在讲课的过程中,不知道如何融入课程

思政。认为课程思政就是在专业课程中

进行简单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人生观树

立[4],而实际上课程思政融入应该是与

专业背景和专业课程密切结合,深挖专

业知识里面的每一个思政内容,将课程

思政与专业课深度融合,互相贯通,联系

实践、工作,形成专业课程思政体系,从

而使教学更加丰富,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总体来看,当前高职

院校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仍不深入。 

3 课程思政改革的基本方法 

课程思政融入是一些个长期的过程,

融入的主要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以就业为导向,深挖专业思政内容。这要

求教师在专业授课的过程中,深入了解

课程知识点对应的就业岗位,梳理专业

知识与课程思政的融入点,对课程进行

设计,洞释思政元素,其中,核心与关键

性思政元素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新时代治国理

政新思想等[5]。第二,结合职业院校对学

生技能的培养要求,挖掘不同专业就业

岗位的职业认同感,比如培养学生的敬

业奉献、精益求进、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培养学生耐心专注、科学严谨、求真

务实的工程素养等[6]。第三,根据不同专 

业发展要求,结合学生就业需要的基本

素质,融合思政元素。具体如图1所示。 

4 结论 

课程思政融入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具有重要的作

用,各个专业结合自身专业情况树立课

程思政融入的渠道,对于高职院校专业

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调研为基

础,详细分析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融入

情况,分析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融入的

主要问题,找到原因,最后提出高职院校

课程思政改革融入的思路。期望通过研

究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融入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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