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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逐渐成为高职教育教

学改革的重要指导理念。空乘专业作为高职院校的重要特色专业，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服

务能力，还应着重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与道德品质。当前空乘专业思政教育存在课程内容与专

业融合度不高、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学生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很难满足行业对高素质空乘人才

的需求。以立德树人理念为指导，深入分析高职空乘专业思政教学现状，探讨教学改革的必要

性，提出优化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的策略。有效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职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能力，为高职院校空乘专业思政教育的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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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ckground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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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guiding concept of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flight attendant major should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service ability, and should also focus on improv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moral qualit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flight attend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ch as low integration of course content and major, simple teaching methods, and lack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for high-quality flight attendant talent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flight attendants,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reform,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optimizing curriculum design,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It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bility, 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flight attenda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Moral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light attendant maj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引言

立德树人作为新时代教育的核心任务，全方位的教育手

段，培养具备高尚品德、扎实技能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人

才。在当前高职教育体系中，空乘专业由于其职业特点和市

场需求，更加侧重于技能培训与服务能力的培养，忽视学生

德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影响学生职业素养的全面提

升，也无法满足现代航空服务行业对高素质、综合型人才的

需求。

以立德树人理念为指导，通过深入分析当前高职空乘专

业思政教学的现状与问题，探索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教学改革

路径。思政教学改革，构建“思政课程+专业课程”的融合

教学模式，将思政教育渗透到空乘专业的各个环节，促进学

生职业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提升学生的职业责任感

和道德品质，还能为航空服务行业输送具备核心素养的高质

量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和行业发展。对于深化高职教育改

革、实现立德树人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高职空乘专业思政教学现状分析

1.1高职空乘专业思政课程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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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职院校在空乘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普遍开设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涵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等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感。实际教学过程中，思政课程内容与空乘专业的结合度较

低，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空乘专业的学生主要面向航空服

务行业，行业对从业者的道德素养、服务意识和职业礼仪有

着严格要求，但现行思政课程经常很难满足这一特定职业领

域的德育需求[1]。许多院校的思政课程设置相对笼统，没有

充分考虑到空乘专业的职业特点，无法真正发挥思政课程的

育人功能，导致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缺失，不能实现思政

教育对专业课程的有效支撑。

1.2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教学内容相对单一，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缺乏与学生

实际生活和职业发展相关的案例分析与实践活动。教学模式

容易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习动机不足，无法真正理解

和内化课程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脱

节较为严重。空乘专业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思政

课教学中，教师经常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忽视了学生实际

职业需求和空乘服务场景中的道德规范教育，不能将理论知

识与职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缺乏互

动性，学生在课堂上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空乘专业的学生

在性格上普遍活泼外向，更加喜欢参与互动性、体验性强的

教学活动，现有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不能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1.3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航空业的快速发展和服务标准的不断提升，航空公

司对空乘人员的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现代空乘服务是技能的展示，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的体现。传统思政教学的滞后性与行业需求的不匹配，已

成为制约空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应当

以立德树人理念为指导，围绕空乘职业特点和行业需求，制

定符合专业特色的思政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案。创新教学内容

和方法，增强思政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学生的职业

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为航空服务行业培养具备德才兼备、

高素质综合能力的优秀空乘人才。

2.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空乘专业思政教学改革策

略

2.1优化思政课程内容设计

传统意义上的思政课程往往偏重于理论讲解，忽视与空

乘专业实际需求的结合，降低课程的吸引力，也无法满足学

生对职业道德教育的实际需求。在课程内容设计中，需要将

空乘专业的特色与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有机结合。空乘人员

作为航空公司对外形象的直接代表，其职业行为和道德水平

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品牌和服务质量。在思政课程中融入职业

伦理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还能提升他们

的职业道德水准和服务意识。设计关于职业操守、服务精神、

社会责任等主题的教学模块，引导学生认识到职业伦理对自

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空乘专业的核心在于服务，而服务意识是这一职业最为

重要的素质之一。在思政课程设计中，增加关于服务精神、

用户体验、客户沟通技巧等方面的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将思政教育的理念内化为职业行为的自觉意识。

例如，课程中加入“微笑服务”“应急服务”等专题内容，

实际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服务意识

的内涵与重要性。结合空乘专业常见的服务场景，如航班延

误、特殊乘客需求处理等问题，设计针对性的讨论和演练，

帮助学生掌握在具体工作情境中践行服务精神与职业伦理。

2.2创新思政教学方法

当前的思政教学多采用单向传授的传统方式，导致课堂

氛围沉闷、学生参与度不高。为提升教学效果，要引入更加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学生能够在参与和互动中加深对思

政内容的理解。案例教学法是其中一种有效的创新手段，引

入与空乘职业相关的真实案例，教师让学生置身于具体情境

中，思考并讨论案例中的道德困境和服务问题。增强学生的

学习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例

如，使用真实的航空服务案例，如“紧急迫降中的乘客安抚”

“高空突发事件的道德决策”等，帮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做

出符合职业伦理的判断。

空乘服务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学生根据理论学习无法完

全掌握服务情境中的伦理决策与道德规范。在教学中设计具

体的服务场景，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实际

工作环境下的服务流程和应对措施。模拟不同的服务场景，

如乘客纠纷调解、残疾乘客的特殊照顾等，教师引导学生在

实践中体会职业伦理和服务精神的重要性。互动性强的教学

方式，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

动，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课程内

容，为学生设计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任务的完成引导学生学

习和掌握相关知识点。对于空乘专业的思政课，任务设计围

绕航空服务中常见的道德问题和服务挑战展开。例如，教师

为学生布置一项任务，让他们设计一份关于“在航班延误时

安抚乘客情绪”的服务方案。在任务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

查阅资料、进行小组讨论，最终呈现方案。任务完成后，教

师组织学生进行方案展示和反馈讨论，任务驱动的方式，能

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有效锻炼他们的团队合作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增强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以前的思政课程经常是单独设置，与专业课程割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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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种模式很难发挥思政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社会

责任感中的作用。实施“思政进课堂、思政进实训”的教学

策略，能够有效弥补这一不足。教师当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

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够接

受到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在空乘服务礼仪课程

中，除了讲授基本的服务技能和沟通技巧外，引入与服务精

神、社会责任相关的讨论环节，让学生思考服务行为背后的

道德规范和职业伦理。帮助学生在具体的职业场景中理解和

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真正做到学思践悟相结合。

空乘专业的学生通常需要经过大量的实训和模拟实践，

提升其服务能力和职业素养。在实训教学中，教师设计一系

列包含思政元素的训练项目，如“服务中的道德选择”“乘

客特殊需求的应对”等情境模拟训练。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要

考虑服务技能，还要综合考虑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达到思

政教育与专业技能培养的双重效果[2]。

2.4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当前，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往往各自为战，

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分离状态制约了思政教育的整体效

果。必须加强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之间的协同合作，建立起

跨学科的教学团队。合作模式下，思政教师能够深入了解空

乘专业的课程特点和教学需求，专业教师则能获得思政教育

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共同设计出融合度更高的课程内容。例

如，在设计空乘专业的服务流程课程时，专业教师负责讲授

具体的服务技能，而思政教师则引入与服务伦理、乘客权益

保护等相关的思政议题，帮助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树立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高职院校组织教学研讨会、教师培训班、校企合作等多

种形式，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机会。思政教师学习到更多

关于空乘服务行业的知识，提升其在专业课程中的参与能

力；专业教师则加强思政教育理论的学习，提升其在课程中

渗透思政内容的教学能力。“双向提升”的模式，有助于教

师综合素质的提升，也能够促进教师之间的协作与资源共

享，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融合发展[3]。

2.5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思政课程评价方式多以笔试或期末考试为主，这种单一

的评价方式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实际表现，在空

乘专业这种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学科中，更显得不

足。改革评价体系时，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

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以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综合

素质发展。过程性评价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包括学生

的课堂表现、实训活动中的道德决策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

方面。例如，在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中，教师观察学生的发

言和思考过程，评估其对思政内容的理解和内化程度。实训

环节中，根据学生在模拟服务情境中的表现，对其职业道德

和服务意识进行评价。

结果性评价考察学生对思政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还要

评估其在实际职业情境中的应用能力。采用项目报告、案例

分析、情境模拟考核等多种形式，让评价结果更加立体和全

面。引入学生自评和互评机制，让学生在相互评价中进行反

思和改进，提升其自我认知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4]。多元化

的评价体系，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为教师提供更

多的教学反馈，帮助其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

3.结论

在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职空乘专业的思政教

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优化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法、

深度融合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许多高职院校成功地提升了

学生的职业素养、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改革后，学生掌

握了更加扎实的专业技能，还在日常学习与实践中逐步形成

了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力。为高职教育的整体质量

提升奠定了基础，也为行业输送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

空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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