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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概念及其重要性

“课程思政”正是强调在学校各门课程中均渗透思想政治

教育，能够很好地挖掘各门课程的价值意蕴，真正把教书育

人落实到实处，保证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热爱祖国、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有志青年，进而确保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目标的

顺利实现。中职财经类“课程思政”即结合中职财经类专业

的特色属性，构建中职财经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中职财经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灵魂和内容。中职财经类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

从思想灵魂深处保障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任务。

2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

2.1“课程思政”实施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

中职财经类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优秀初中级财经技术技能型人才，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地位。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精神，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符合职业教育的

发展方向和目标，符合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深入学习习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多次重点提出青少年思政学习的重要性

和迫切性，体现了小学、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思

政”是国家所支持开展的重点教育工作。国家的有力支持，是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有力保证。

2.2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出现“过度化”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过程出现过犹不及的

现象，专业课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并非“生搬硬套”，

而是有机的结合。在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过程

中，部分专业课教师生硬的融入思政因素，“课课融入，节节

融入”，更有财经课教师将财经类知识课上成了纯理论的思想

政治教育课，违背了“课程思政”的建设初衷。在授课过程

中过多的展示思政教育理论，而没有立足于专业课教学的根

本，财经专业课教学是载体，思政渗透是灵魂，脱离载体的

灵魂有违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更不符合“课程思政”建

设的教育目标，不符合中职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2.3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环节“薄弱”

“课程思政”实施是学校领导、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

等其他骨干教师共同配合的教育工作，并非其中一方独立所

能完成的,“课程思政”少渗透、不渗透”，是中职财经类专业

“课程思政”亟待解决的问题。

3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对策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要采取适度的原则，重视

专业课教育与思政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结合中职财经类专

业“课程思政”的两大问题，梳理了如下解决对策：

3.1 构建教学研究共同体

进行“课程思政”的课题专项研究，破解关于“课程思

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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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课对于教育工作具有关键作用，依据学生年龄和认知发展规律，结合中职财经类专业的专业属性，

中职财经类“课程思政”建设势在必行。本研究以各类学校“课程思政”的发展现状为出发点，探究中职财经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现

状。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中职财经类专业课教学当中去，着力改善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爱国精神和职业素养，力争实现中职财经类专

业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育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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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课程设计实施问题、财经师资队伍

建设问题、评价体系建设问题，为工作的顺利开展形成理论

支撑。

3.2 提升教师参与研究的能力

实施教师德育能力和德育水平提升计划，特色且有意义

地举办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讲座，加深全体中职

财经教师对课程思政观的认同和热爱，营造全员育人树人氛

围；举办关于课程思政优秀教师的系列培训班，指导“课程

思政”试点课程顺利开展；举办财经系“书记面对面”课程

思政专场活动，组织试点课程责任教师们交流试点课程的进

展情况，研究讨论当前问题以及应对的措施。

3.3 加强企业参与力度

能够建成一批实践活动的教育平台，探索深度校企融合，

实施企业文化体验，将实践环节作为课堂学习外的有益补充，

共同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符合职业教育的培养路径和未来

的发展方向。

3.4 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

出版课程思政教材读物，建设培育中职财经学生思想领

航项目案例库、中职财经学生诚信文化育人研究资源库、中

职财经学生诚信文化育人研究中心和中职财经学生诚信文化

育人联盟四项特色育人资源。

3.5 开发“课程思政”教学组织模式

借助网络中的线上平台，例如公众号等，推进中职财经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优课程—重实践—用网络—研

教材”四位为一体的特色教学组织模式的构建。

3.6 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研究制定中职财经专业“课程思政”评价的标准和评价

的体系，提出明确的“课程思政”标准、价值导向和育人的

要求，将德育融入中职财经课程教学、检验中职财经专业的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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