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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多维教学互动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探究
——以大数据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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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本研究关注日常教学互动的动态过程，以社会资本理

论为框架，从师生关系视角出发提出针对思政元素在课堂教学互

动中存在的障碍和噪音干扰的优化策略；在探讨思政元素在专业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基础上，思考多维教学互动策略融入课程思政

元素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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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概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关于“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论述上，习近平总

书记第一次提起课程思政。教育部长陈宝生强调说，“要做到

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课堂教学是一个师生互

动与共同发展的动态过程，师生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学生在师

生互动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师生的行为是变化的，

师生互动的有效性也是动态变化的。研究教师为改善或提升教

学效果采用的课堂教学策略需要一个持续动态的视角，本研究

采用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深入探究课堂教学的重心，探索融入课

程思政的有效路径。 

课堂上师生教学互动的过程可以说是课堂教学的根本，课堂

教学互动的最大特征是动态的，无法测量的。研究表明课堂教学

互动对师生关系存在积极影响，教学过程中良好的教学策略有助

于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当前，高职院校课堂教学互动的研究，

尤其是注重实践操作的高职课堂，可以完善当前的教学理论体系，

提高新手教师的教学效率。有助于高职院校管理者制定政策和措

施，因此本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当前，国内外关于课堂教学互动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四个方面：（1）课堂教学互动的总体特征；（2）课堂教学互动

的影响因素；（3）课堂教学互动的效果；（4）课堂教学互动的

具体策略。

在课堂教学互动的总体特征上，钟启泉总结课堂教学互动是

围绕教学过程，通过形成教学过程中各要素之间良好互动的动态

过程，其最大特征是基于教学事实，研究目的是为了改进教学，

解决实际问题。关于课堂教学互动的影响因素上，朱伟强等认为

师生关系影响学生的学习结果，其中学生个人因素、教师个人因

素以及课堂互动策略等都会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韩琴研究总结课堂教学互动的影响因素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教师、

学生以及教学因素这三个方面。课堂教学互动效果的研究上，有

研究表明，教师采用支持性对话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相反非支持性对话会导致学生逃避课堂学习。课堂教学互动策略

的研究上，田阳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总结改善课堂教学互动

的策略有优化课堂互动网络结构、优化课堂互动的关系网络形成

等。

综上，关于课堂教学互动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聚焦于高

职院校具体某个专业的课堂教学互动研究比较缺乏，其中聚焦某

一专业学生的研究文献为零。从师生关系视角出发，总结课堂教

学互动策略特征，揭示课堂教学互动动态过程的研究也相对匮乏，

关于如何有效融入思想政治元素更是稀少。

二、大数据技术专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工信部《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6 － 2020 年）》，提出要全面提升我国大数据的资

源掌控能力、技术支撑能力和价值挖掘能力，而大数据技术专业

致力于培养掌握大数据技术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课堂上师生教学互动的过程可以说是课堂教学的根本，课堂

教学互动的最大特征是动态的，无法测量的。研究表明课堂教学

互动对师生关系存在积极影响，教学过程中良好的教学策略有助

于学生学业成就的提升。当前，大数据技术专业课堂教学互动的

研究，尤其是注重实践操作的高职课堂，可以完善当前的教学理

论体系，提高新手教师的教学效率。有助于高职院校管理者制定

政策和措施。在大数据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互动中融入思政元素，

有助于培养大数据技术专业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党和

国家输送大数据技术专业能力过硬，思想前卫，爱党爱国的社会

主义人才。

三、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要素

社会资本最早由布迪厄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是学术界理

论研究中相对近世的概念，其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科尔

曼（James S.Coleman  ）和普特南（Robert D.Putnam）这几位学者

对其全面而细致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学术界普

遍认为成员的互动维持和再生了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林

南（Lin，N）等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由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

构中的资源组成，当行动者达到目的性行动的目的时，可以动员

拥有的社会资本。根据以上学者的观点，可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过程，这一阶段为后

面社会资本的投资和使用打下基础。而社会资本形成的第二阶段

则是个体行动者的应对和行动，他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动员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性资源的获取是社会资本的最后一个阶段。

社会资本的内涵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集合（边燕杰，

2006）。关于社会关系网络，布迪厄提出“场域”的概念，他认

为“场域”是指人与人之间活动相互结成的关系网络。布迪厄认

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嵌入在社会

关系网络中，与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而教育场域内的媒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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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要是文化资本，是一种文化场域和意义场域，其中教育场域

中的权力中轴主要是文化权力。科尔曼对此持同样观点，认为社

会资本存在于关系网络中，社会结构资源是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

即社会资本。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由其本身具有的功能

而来。社会资本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

社会资本既不依附于某个独立个体，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

它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林南在布迪厄与科尔曼研究的基础

上，指出社会资本包括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是指可直

接为个人所支配的资源，例如财富、知识、地位；社会资源是指

权利、声望等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需通过与他

人发生联系的方式——社会网络行动来获取。在社会系统中，行

动者拥有资源并操控资源，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行动者之间会

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转让对资源的控制权和持有权。这些持

续的过程便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

四、高职院校多维教学互动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

社会资本视角下高职院校多维教学互动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

研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师生关系网络的特征 

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关系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关系，良好的

师生关系有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教学任务的完成。基于

此，本研究将师生关系网络作为切入点，能够更深入探究教学策

略的实施效果以及课程思政的融入程度。

（二）教师为提升教学效果和融入课程思政采用的教学互动

策略 

课程思政中包含的理想信念的精神指引需深入浅出地融入专

业课程，用贴合专业课程的生动实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总结教师为提升教学效果 采用的教学互动策略的基础上能够更

好地探讨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路径。 

（三）分析课堂教学互动策略下课程思政应用的效果

建设“课程思政”需要符合自然规律。首先是当下的大学生

群体，他们渴望有效指引而非被粗暴干涉。第二，教育对象更希

望知识和观念的接受是愉悦的，有效指引的，不希望明确的被“思

政”。第三，在专业课课程中，只有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

才能让学生成为在工作应用场景中完整的人，其中教师把知识传

授给学生只是将教学的第一步完成。

（四）总结课堂教学互动中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 

在以上的分析总结下，总结在高职院校大数据技术专业中教

师课堂教学互动有效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同时针对现状给出一

定的建议。

五、小结   

（一）大数据技术专业教师为改善教学效果采用的课堂教学

策略

在课堂教学中，师生是课堂教学的核心，教学是一个师生互

动与共同发展的动态过程。学生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

因素的影响，师生的行为是变化的，师生互动的有效性也是动态

变化的。研究教师为改善或提升教学效果采用的课堂教学策略需

要一个持续动态的视角，本研究采用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深入探究

课堂教学的重心，探索融入课程思政的有效路径。 

（二）高职院校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多维教学互动融入课程

思政教育的路径

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需要课程思政。探讨高

职院校大数据专业课程多维教学互动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是探究

课堂教学策略的目的之一。   

（三）在专业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助于将

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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