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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中职计算机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以《HTML5CSS3》为例

李夏君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本文以中职计算机课程《HTML5CSS3》为例，结合学情和课程，阐述如何展开课程思政的应用研究。包括展开课程思政的策略、

方式和时机及如何进行环境思政，并设置调查问卷，研究实施课程思政后的反馈。阐述任课教师在全面开展课程思政的时候，需要适当

调整策略、时机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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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主要形式是将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

追求等融入各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

举止产生影响。至今为止，课程思政已经在整个教育体系全面开展，

下面以中等职业教育为切入口，谈谈课程思政如何在课程中应用。

中等职业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

是为国家培养高技能人才。在培养的过程中，如何坚持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注重加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的教育，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当代学生树

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从而为社会培养更

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

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是每一位中职教师面对开展课程思

政的重大任务。鉴于此，笔者以《HTML5+CSS3》（下面简称为

H5C3）为例，探索课程思政在中职计算机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先从学情分析入手，笔者教导的学生来自中职计算机专业二

年级。专业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编程基础和一定的逻辑思维。

思政学习方面，中职一年级学过时事政治，对当今政治局势有一

定了解。思政意识方面，思政觉悟不高，自控能力不强，学习思

政的兴趣不浓。大部分学生思政的看法是：不看重，不在意，认

为是课程的点缀。以上内容来自笔者教学前对学生的成绩和访谈

调查。

再具体分析课程，《H5C3》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专业课程

体系中的一门必修课程，其包含了软件行业 web 开发领域的关键

技术（HTML5、CSS3）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 H5C3 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实例，掌握制作基本网页、设计网

页布局、实现多样化及良好客户体验页面效果等应用技能；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设计特色网页。以上内容来自我校中职部《H5C3》

课程标准。如何在这种专业课中融入课程思政，首先构建策略。

熟悉学情和课程之后，初步构建展开课程思政的策略：利用

课前备课和课中讲课的环节，积极利用时间和空间，全方位开展

课程思政。身为科任老师，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来确定

授课内容和范围，按照授课计划来确定教学进程。下一步，就是

如何将课程思政内容显现在课程中，需要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方

式。

展开课程思政的方式，做到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有效合理结

合起来。以 H5C3 课程为例，专业知识点包括：文本、图像与链接、

表格、div 标记、列表、表单、多媒体等。从课堂教学来说，课程

思政是除了掌握知识点外，还需要融入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

化自信、人格养成等思想政治教育，这对任课老师就是尽所其能，

全方位多角度在课堂时间进行这项工作。课程所采用的例子，结

合中职生的认知特点，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时事舆论热点、政

治意识理论、党史军史现代史、中国文化习俗、日常生活技巧等等。

以网页文本的排版为例，笔者就采用《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

来作为代表，让学生练习如何排版网页文本。众所周知，《沁园

春·雪》是一首气势磅礴、寓意深邃、文笔优美的词。笔者从作

品的历史背景入手，加深对当时历史背景认识和中国词牌文化的

理解，再让学生根据所学的网页排版知识进行编辑排版任务。在

完成任务的同时，感受中华文化之美，明白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增强爱国爱党之情。这次课后调查显示：任务完成质量高，

学生收获技能知识之余也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情怀，对课程

设计非常满意。

课程思政展开的时机重在紧跟时事，在课程中一点一滴自然

展开，忌牵强附会，忌生搬硬套。学生处于青春期，对生搬硬套

的说教颇为抗拒。笔者认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

课程思政最好的境界。例如，重要的纪念日可以以图片、视频的

形式作为素材，进入课堂，并适当展开陈述，加强爱国情怀，像

“九一八”纪念日、国庆日等。同样，中国传统节日，如清明节、

端午节、中秋节、元旦等，可以在节日之前进行中国文化习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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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让学生感觉节日气氛之余同时接受中国文化，提升民族自

豪感。

课程思政不能单单体现课程内容上，还可以是从环境入手进

行思政教育（以下简称环境思政）。环境思政可以体现在软件（教

学软件）和硬件（教学硬件）上。教学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桌面设置、

ppt 的背景、文档的背景等；教学硬件，包括课室的布置、讲台的

布置。这些工作需要学校、班主任、班级和任课老师的共同合作，

才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从任课老师的角度，ppt 和文档的背景可

以加入思政的标语和图片，标语要鲜明，色彩不能太艳丽，页面

要悦目，起着“润物细无声”和画龙点睛的作用。

课程思政要做好学生接受教育后的反馈工作。课程思政有没

有效果，能否深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能否激起学生爱国爱民族爱

党情怀，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方面。这些都是需要教育者做好调

查研究。调查反馈的方式有很多种，笔者采用调查问卷方式。在

学期中，针对课程思政展开情况设置调查问卷，使用的工具是问

卷星小程序，一共 17 题，并发布给学生，让学生自愿完成。

样本基本情况如下：本次调查的班级对象为计算机网络 2001

班，该班一共 41 人，29 位男同学，12 名女同学，团员 13 名。本

次调查共收到 30 份有效答卷，其中男生 20 份，女生 10 份。8 人

为团员，22 人为群众。

调查情况，对课程思政“十分了解”占 2%，“比较了解”

占 58.62%，“不了解”或者“不清楚”占 34.48%。课程思政对你

专业课程的学习“有影响”占 68.97%，“无影响”占 31.03%。认

为思政教育内容进入专业课程“非常有必要”占 24.14%，“有必

要”占 37.93%，“无所谓”占 34.48%，“没有必要”占 3.45%。

你对思政内容进入专业课程的态度，“非常欢迎”占 41.38%，“一

般”占 41.38%，“无所谓”占 13.79%，“没有兴趣”占 3.45%。

你认为专业课堂上老师对学生的思政教育有效果吗？“明显”占

62.07%，“一般”占 31.03%，“没有”占 6.9%。你觉得专业老师

在专业课程中讲思政教育有用吗？“有用，给予我们积极的思想

指导，使我们正确待人处事”占 58.62%，“一般，听听也无妨”

占 37.93%，“不清楚”占 3.45%。你喜欢老师在专业课程中讲授

思政内容吗？“非常喜欢”占 51.72%，“一般”占 24.14%，“还

可以”占 20.69%，“不大喜欢”占 3.45%。对于课堂学习中涉及

的时政类话题，你的态度是：“很感兴趣”占 44.83%，“比较关

心”占 41.38%，“不太关心”占 10.34%，不关心占 3.45%。专业

课程中的哪些形式或内容对你的价值观影响最大，“理论知识”

占 65.52%，“案例故事”占 79.31%，“课堂活动”占 62.07%，

“同学分享”占 44.83%，“教师点评”占 44.83%，“课堂讨论”

占 55.17%。你希望在专业中融入哪些思想教育内容？“民族自豪

感”占 76.67%，“爱国主义及其时代要求”占 70%，“中华传统

文化”占 76.67%。你希望专业教师在讲解思政内容时以哪种形式

呈现，“能与专业理论知识有机融合，润物细无声”占 82.76%，

“引入企业‘优秀工匠’事迹”占 44.83%，“以短视频、动画、

课件等形式”占 62.07%，其他占 44.83%。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

你对哪一部分的课程思政影响比较深刻？排前三的关键字分别是：

政治、历史、爱国。

图 1　调查问卷的部分选项

调查总结分析，课堂活动、案例故事、理论知识对学生价值

观影响最大；学生希望在专业中融入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及其

时代要求、中华传统文化和职业素养等思想教育内容；学生希望

专业教师在讲解思政内容时能与专业理论知识有机融合，润物细

无声，并以短视频、动画、课件等形式展开。政治、历史、爱国

这些课程思政内容对学生影响比较深。在收到调查问卷之后，笔

者适当做出调整，以更细致、更通俗易懂、更贴近学生的方式进

行课程思政。以两个月时间为一个周期，定期进行调查问卷，目

的是观察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课程思政既有丝丝入扣，润物无声的体验感，又有画龙点睛，

眼前一亮的震撼感。身为任课老师，体现形式又不拘泥于形式，

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还要时时根据学生反馈调整，

适当做好各项细节，让课程思政进行得更流畅，更能深入学生的

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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