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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思政教育模式的构建 
韩  丹  王  辉  傅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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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特点，其次以《课程思政学生调查问卷》的有效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 SPSSAU
统计软件，进行国际贸易专业思政教育现状分析。最后，基于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特点以及思政教育现状分析，完成国际贸易专
业思政教育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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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学术界对思政教育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中，彭鑫艳[1]、

崔蕾，徐颖[2]、陆垚[3]、畅童娜，杨萌，赵程程[4]等从不同角度对国

际贸易专业课程思政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文尝试基于职院校国际贸

易专业特点以及思政教育现状分析，构建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思

政教育模式。 

2  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特点 
2.1 专业性高 

国际贸易专业有很高的专业性，需要系统学习。专业课程涉及

经济、金融、统计、法律、物流、营销等多种学科，国际贸易流程

长、节点多，涵盖磋商、跟单、报关、报检、物流、结算、保险等

众多环节。学生需要扎实掌握每个环节的技能，才能胜任外贸工作。 

2.2 实践性强 

国际贸易专业本身就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学科。它要求学生掌握

国际贸易基本技能，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惯例、政策法规；能在工

作岗位上从事实际业务、管理及调研等工作[5]。所以，学习国际贸

易专业不单要重视理论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进行实践操作活

动，才能真正掌握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 

2.3 对英语水平有要求 

国际贸易专业是涉外学科，故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高于其他

学科。听、说、读、写都涉及其中。不单是书面英语，例如外贸英

语函电，对口语的要求更是严格，因为进行涉外交流是国际贸易的

基本技能。 

3  国际贸易专业思政教育现状分析 
本文认为思政教育，应以学生为主，故尝试结合国际贸易专业

特点，设计学生调查问卷，运用 SPSSAU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从而

了解思政教育现状。所得研究数据来源于问卷星网络问卷调查，回

收有效问卷 298 份。 

3.1 信度、效度分析 

通过 SPSSAU 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1 和表 2。 

表 1  Cronbach 信度分析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结果显示，Cronbachα系数值为 0.916，KMO 值为 0.895，检验

对应 p 值为 0。可以得出结论，本文的课程思政学生调查问卷的整

体设计以及数据是可信的，有效的，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3.2 描述分析 

描述分析一般通过平均值描述数据的整体情况。本文中，平均

值代表学生同意程度。分数越高，学生同意程度越高。通过统计软

件，数据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指标描述性分析 

 
指标结果显示，“学习课程思政的收获”（4.081）一项分值最高，

故学生认同度最高。这表明，学生认为通过专业课的学习，收获了

知识见识、专业能力、品德修养、爱国主义情怀、理想信念。“是

否开展思政教育”（3.985）和“课程思政的内容”（3.889）分值最低，

故认同度较低。这表明，个别专业课教师在授课时，没有注意到课

程思政的讲授；即使专业课程中涉及到了思政教育，由于内容陈旧、

不能联系实际、难以理解、枯燥无味，导致学生接受度不高。 

另外，在“思政教育内容在课堂中讲授的比例”①指标中 50%

和 40%-50%占比最高，分别为 29.65%和 28.84%，总和占比在一半

以上。这表明，一半以上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在授课时，能涉及到

足够多的思政教育内容。但这一比例没有构成优势，说明个别教师

在授课时，思政教育没有足够融合到课程讲授中去。 

3.3 多选题分析 

调查问卷涉及到课程思政内容②、教学方法③、改进方面④，以

多选题方式呈现。通过 SPUSS 统计软件，结果显示如下： 

在专业课教师讲授的思政内容中，“正确的价值观”响应率最

高，为 12.22%；“法制意识”响应率最低，为 10.17%。这表明，教

师在授课过程中，重视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但忽略了对法制意识

的灌输，这可能与教师们自身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有关。其他项目

“坚持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职业操守”、“文化素养”、“道

德修养”、“优秀传统文化”、“奋斗精神”的响应率分别为 10.70%、

11.16%、10.96%、11.29%、11.62%、10.96%、10.90%。说明专业课

教师能比较全面的进行课程思政教育。 

在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中，“视频资料”的响应率最高，为

19.16%；“信息化在线课堂”的响应率最低，为 13.45%，低于“教

师讲、学生听的讲授式教学”（16.37%）。这表明，学生喜欢有声音、

图像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但对于新兴事物在线课堂的接受度不是很

高，低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这可能因为学生仍然习惯于面对面的、

有教师、同学在场的共同学习的教学环境。其他项目“案例导入式

教学”、“互动式教学”、“实地参观”的响应率分别为 18.40%、17.13%、

15.48%。说明学生对各种教学方式接受度比较高。没有明显的排斥。 

在课程思政需改进的方面中，“教学内容要与实际相连”和“加

强实践环节”的响应率最高，均为 21.21%。“教师转变育人观念”

的响应率最低，为 18.64%。这表明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具备课程思

政的意识，并且自身更容易接受与实际生活相关的思政教育，愿意

参与其中，付诸实践。其他项目“思政内容需自然融入”、“改进教

学方法”的响应率分别为 20.15%、18.79%。这说明，专业课教师已

经有意识的讲授课程思政内容，但在许多方面需要总结、调整。 

4  国际贸易专业思政教育模式的构建 
基于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特点以及思政教育现状分析，本文

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完成国际贸易专业思政教育模式的构建。 

4.1 学院重视，完善教学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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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必然趋势，学院应予以重视。完善国际贸易专业课

程思政改革的教学管理的顶层设计，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标准，融入思政目标，明确培养知识、技能、素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6]例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可单独设立课程思政培养方案，明确

规定在教学课程实施过程中，应涉及到“坚持理想信念”、“爱国主

义情怀”、“职业操守”、“文化素养”、“道德修养”、“优秀传统文化”、

“奋斗精神”等思政教育。在课程标准中，根据课程自身特点，设

计、细化具体课程思政内容。让思政教育落到实处，有参考价值。 

4.2 教师调整，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在实际教学中，大部分教师侧重“教书”，忽视“育人”。教师

应转变教学观念，提高“育人”意识。重视在理论知识、专业技能

的讲授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让培养出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更加适

应国家的要求和时代的发展。同时，学校应组织教师课程思政培训，

提高整体师资教师队伍的思政教育“育人”能力。例如，以教研室

为单位，进行内部座谈、研讨；外派教师参加系统性课程思政专题

培训学习；设置课程思政研究课题，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等。 

4.3 多方合作，深挖课程思政资源 

怎样让学生接收到更多思政教育内容，深挖课程思政资源最为

重要。专业课教师对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非常扎实，但对课程中

有哪些思政资源，这些资源怎样与专业课相结合，是课程思政的难

点所在。专业课教师应与专职思政教师、企业工作人员等多方人士

合作，共同探讨课程思政内容以及实施。例如，专业课教师邀请专

职思政教师、企业工作人员共同研究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从

不同角度，挖掘思政资源。专业课教师可以与专职思政教师协同备

课，发挥专职思政教师优势。专业课教师还可以利用假期进行企业

锻炼，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亲身体验岗位职责和职业素养，从而

提炼思政资源。专业课教师通过专职思政教师和企业工作人员的

“言传身教”，结合自身专业特点，挖掘更多课程思政资源。 

4.4 信息化教学，创新教学模式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信息化在线课堂的教学模式认同度

较低。但运用信息化教学已成为趋势，专业课教师应创新教学模式，

探索信息化与教学模式的结合点，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课

程思政内容融入学习。例如，教师可以运用微视频方式，培养学生

兴趣；借助网络游戏，提高学生参与度；运用动画微课演示，引入

课程思政知识点；运用模拟平台，让学生体验专业技术应用，同时

感知职业素养。 

4.5 诊改教学评价，实施“双评估” 

教学评价是诊断课程教学是否有效的手段。为了将课程思政更

好的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去，应适当诊改教学评价，实施“双评

估”。“双评估”包括专业成长评估和素养成长评估两项。其中，专

业成长评估主要考核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素养成长评估主

要考核学生的职业操守、思政素养。将思政教育成果落实到教学评

价中去，做到可量化，可评估。例如，在期末考评中，在考核专业

技能外，可设置主观题，让学生对某一社会现象或者与专业有关的

社会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从而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及时

予以引导与纠正。让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提高思想意识，

开阔眼界与胸怀，实现真正的“教书育人”。 

参考文献： 
[1]彭鑫艳. 基于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思政教育合力机

制 构 建 - 以 国 际 贸 易 专 业 为 例 [J]. 湖 北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学
报,2012(5):19-20. 

[2]崔蕾，徐颖. 基于“课程思政”视角下高职《国际贸易
实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J]. 轻工科技,2019(11):174-175. 

[3]陆垚. 国际贸易专业班主任对学生思政教育在网络时代
下的机遇与挑战[J]. 课程教育研究,2019(40):69. 

[4]畅童娜，杨萌，赵程程. 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与课程
思政的融合[J]. 德育研究,2019(24):39-40. 

[5]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际贸易专业 
[6]蒋伟. 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院校思政改革的路径研究-

以国际贸易实务专业课程为例[J]. 科技资讯,2019(13):110-111. 
注：①②③④受篇幅限制，此处没提供原始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