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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新时代职业院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研究
王丽丽

（吉林省通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吉林 通化 134001）

摘要：新时代新发展新态势，给职业院校的教师带来了新的

要求，要求教育教学更具有新时代特点，符合现代职业院校学生

的发展。如何将爱国教育这个传统的教学及教育内容以新的视角

来面对职业院校的学生的需求，是广大教师要认真反思和研究的

问题。不仅要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是职业院校学生思想品德重要内

容有更深刻的认识，还要在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进行探索。

本文站位于大思政的视角，从巩固思政课为主渠道的宏观路径和

从开发专业课同向同行协同的微观路径进行了实效性研究，具有

很强的可操作性。这种探索也将实现了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

建模研究。各学科、各部门、各位教师共同发力，形成合力，共

同作用于职业院校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使职业院校在为社会培

养合格的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同时，更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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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是世界各国教育的必修课，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一、爱国主义是中职学生品德构成中的重要内容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司马光在对德与才有精

辟的论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

德者，才之帅也。”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要德才兼备，德强则技涨，

德弱则技落。在参与社会竞争的过程中，专业技能之比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德行的修为。在中职院校学生良好品德修为中，最重

要的就是爱国主义的情怀的建立。那么，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对

中职院校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能更有成效，更易于被青年学

生接受呢？下面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一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路径。

二、巩固利用课堂主渠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宏观路径

思政课学科本身的教学内容赋予了思政课教师承担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

思想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是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重要路径。但在实施过程中，对思政课教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传统课堂教学中落实对学生爱国主义的

教育，就要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学生主动接受并受其影响。

一是要考虑教学内容的选择贴近学生实际。爱国主义对学生

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语。说熟悉是因为学生从上学开始就

一直在接触。小学生守则，中学生生守则里都有爱国主义的内容，

学生也机械的背诵这，但没有思考过。说陌生是因为这些爱国主

义的词语熟悉在学生耳边，身边，却没有在心里边。到了职业院

校本身思政课与专业课相比，学生都认为专业课那才是要学的技

术技能，文化课没有用。这种状态再要强行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

更难走进学生心里。

二是在思政课教学形式上可以灵动起来。思政课要动起来没

有学生的参与是无法完成了。所以，思政老师不能唱“独角戏”，

要设计与学生多互动的环节，“采访”“表演”“情景剧”等都

可以融入其中。还可以借助重大节日和重要节点，充分放大这种

大氛围正能量的辐射作用。如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里，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的日子里，都会蕴涵着

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源，要充分挖掘和利用。

三、开发专业课协同作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微观路径

专业课是职业学校的学生重视的领域，所以不能放松这一领

域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的挖掘和利用。企业在选人用上有常有一

种说法，“德才兼备，破格使用；有德少才，培养使用；有才欠

德，控制使用；无才无德，坚决不用。”这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良

好的品德修为可以在就业和创业方面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

专业课课堂也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路径，充分挖掘

专业课中的思政教育点，不论是一节内容、一章内容还是一本书

都要挖掘，并且在渗透的过程中，要注意整体把握，让学生很自

然地接受专业理论和操作的学习也都离不开良好品德的塑造，这

是在就业创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让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过程中，专业技能掌握的如何可以让他

们体会到专业课的重要，会激发他们学好专业课的目标；在与指导

师傅、企业领导和其他同事的相处过程中，人际交往能力，一言一

行及良好的言谈举止，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正确评论等，都会让学生

感觉到紧张，处理不好这些所谓的聊天的“小事”就会让他们在工

作中很被动，有时甚至会动摇自信。所以，充分利用学生参与社会

活动和实践的机会，给学生讲用得上的礼仪、交往、交谈，学生用

得上，就会重视。同时，对一些社会现象，指导学生用辩证的观点

来分析，要有大局意识，不能单纯用自己的想法来评说，要从现象

产生的原因分析，要有自己明确的是非观，不能盲目从众，以树立

良好的社会风尚，用正能量来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同学。

这些迁移默化的德育教育形成合力后，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受

到良好的效果。这也是在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的过程的实践。

不管是思政课教师，还是专业课教师，甚至是学生管理人员及团

委书记，都应该将分管领域的思政资源融入到学校的德育教育体

系中，共同发挥作用。思政教育不只是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事，更

是全校每个人的事，以思政课堂为主阵地，专业课同向同行发挥

协同作用，学生管理和团委都加入其中，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进

行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实现中职院校的大思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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