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 Vol. 4 No. 07 2022教育前沿

创建《形势与政策》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 铸魂高职教育
叶翠兰　林芝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在《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应用理实一体化这种讲道理的教学方式设置教学目标，

重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环节，把最新理论成果讲深、讲透、讲活，铸魂高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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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是教育部规定的面向全体学生开

设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用理实一体化这种方式来讲形势

与政策课，可以让“00 后”们真切地感受到《形势与政策》课的

最新理论成果与自身成长成才的密切联系，激发学生兴趣，厚植

学生家国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精神，让学生自己将理论置入心中

脑中，铸魂高职教育，其意义不可小觑。

一、《形势与政策》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价值意蕴

以就业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容易导致高职学生把求学目

标仅仅锁定为具体的职业技能的获得，他们判断课程价值的标准

往往以该课程是否能帮助他们有效地培养和提升某种技能。作为

典型的理论型课程，思政课的教学大纲中对具体的动手操作技能

的培养和训练没有明确的规定，绝大部分高职学生认识不到课程

的价值。对某高职院校服装设计专业在校生大二大三共 456 名学

生的调研发现，能感受到课程对自己成长帮助很大的同学仅占

14.04%；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也较低，调研发现仅有 17.54%

的学生表示喜欢该课程，极大地影响了课程的实效性，沟通心灵、

启智润心、激扬斗志难以实现，与国家对思政课铸魂育人的要求

和期待相距甚远。思政课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既是职业教育改

革的应有之义，也能大大提升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价值感。

图 1　《以史为鉴 迈向复兴》授课前问卷调查

“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不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形式上

的简单组合，而是从高职院校学生的认识规律出发，采用一系列

的教学方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品德养成和职业教育

相结合，做到理论入脑、感悟入心、认知入行，达到知行统一。

思政课“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包

括健全的人格、完整的心智、缜密的逻辑、高尚的操守和超强的

行动力等为目标，按照做中学的教学论思想，将理论学习和实践

运用相融合，创设虚拟的社会生活和职业场景进行理论教学，在

真实的课余生活和实习实训岗位中领悟所学理论，帮助学生养成

边学边用、边用边悟的学习习惯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

既能让学生在学习马克思理论的全过程中感受理论的价值所在，

彰显思政课的魅力；也能转化教学主客体关系，实现师生的实时

互动，贯彻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政策。

《形势与政策》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

以具体的职业任务为载体，在思政小课堂中创设社会大课堂，模

拟理论产生和运用的实际环境，对理论形成初步认识，然后在课

余真实的社会大课堂和实习实训岗位中体验领悟理论的魅力，形

成新的理论认知，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交替进行、相互融合、

彼此促进，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各方面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有机统一，构建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二、《形势与政策》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践

（一）设置理实一体化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的预期，即期待得到的学生学习结果，

一切教学活动由此开始也到此终结。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也是

我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

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

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

优美之感情，不惟以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

健全优良之分子也。”可见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念不仅只是对学生

进行技能培训，最终目的要落实到学生的“成人”问题上。思政课

理实一体化教学目标设定首先要回归教育“成人”的根本目的，克

服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凸显经济性和工具性功能的现象，按照国家

对于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要求，“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努力实

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执行 2021 年全国职业大

会上提出的“德技并修、育训结合，把德育融入课堂教学、技能培养、

实习实训等环节，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标准。

（二）重构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

围绕课程教学目标，不断挖掘课程内容与行业发展的连接点，

按照“123”的原则在当年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中重构教学内容，

形成教学模块，明确教学模块的三维教学目标，实施教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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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时事热点，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同时教给判断的

依据和方法，形成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坚定信仰、信念，促进能

力目标和素养目标的达成。课后通过参与课程实践活动和专业实

习实训，在真实的社会场景和职业岗位中体会和领悟课堂所学理

论，升华认识，帮助能力和素养的提升。

（三）创新理实一体化的教学环节

在具体的专题教学中，聚焦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对应“知 -

情 - 意 - 行”的四个环节，教师进行“讲 - 导 - 析 - 行”的教，

学生进行“学 - 悟 - 辩 - 行”的学，构建知行合一的教学环节。

思政课中的知行合一主要体现为思想观念与实际行为的一致、理

论认知和价值取向的统一。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

是“知、情、意”的心理活动在其背后作为支撑，由此有人形象

把“知、情、意、行”比喻为行为的流水生产线。大学生自身主

体思想还未完全形成，对于外在的元价值观的选择都是一知半解，

要么浅尝辄止，要么骄傲自大，作为大学生思想观念加工厂的思

政课如果加强行为生产线上的“知 - 情 - 意 - 行”每个环节的管

理刺激，势必将大大提高知行合一的效果。思政课的教学过程，

就像是一个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加工厂，从最初的认“知”开始，

经由“情”感投入的增进，配合“意”念的坚持，表现到“行”

为活动，最终实现“知行合一”。将每个教学单元构建成一个完

整的“知 - 情 - 意 - 行”教学环节。“知”是整个教学环节的起点，

教师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着重讲解本单元的新知即新的思想和观

点，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聆听；“情”的环节是在学生接触

到新知的基础上，按照教师的引导去感悟其中蕴含的情感，增进

对新知的理解和认知；“意”的环节，是通过组织学生自由辩论，

使其发表对新知的各种看法，发现学生关于新知的理解中存有的

疑惑，进行及时的指导和纠正，引导学生分析事物的本质所在；

最后落实到“行”的环节，将所学内化为指导人生行为活动的准则，

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得以实际应用。同一教学模块中的各个教学单

元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同一观念，设置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来强

化学生的思想认知，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素养，实现思想自

觉引导行动自觉，用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实现二者的完全统一。

最终达成思政课的终极教育目的——教育人、发展人、培养人。

三、《形势与政策》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的成效

从课程组对授课学生在模块教学前后问卷的对比中不难发现，

教学改革已初见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改变了学生对本课程的认识

学生的学习态度明显不同，十分认真的学生超过一半多，不

认真的同学仅占极少数。学生从课程中获得的帮助很大由授课前

的 14.04% 上升为了 36.46%，比较大的学生也占到了 52.08%。课

程满意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喜欢上形势与政策课的比例由原

来的 17.54% 上升为非常喜欢的 39.58% 和喜欢的 43.75%。

图 2　《以史为鉴 迈向复兴》授课前后学生从课程获得的帮助问卷对比

图 3　《以史为鉴 迈向复兴》授课前后学生对课程的态度问卷对比

（二）提升了本课程的教学实效性

从课后的问卷数据中可以看到，学生能从所授课专题中收获

较为满意的知识；从课后主题讨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学生开始形

成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绝大部分同学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

为取舍，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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