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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专业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达到实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要
求，是当前学校上下应深入思考并解决的重大课题。延安职业技
术学院《纳税筹划》课程思政紧紧围绕“为什么”、“干什么”、“谁
来干”、“怎么干”、“如何考”这5个核心环节，充分挖掘《纳税
筹划》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渐染到专业课
程教学的主渠道之中，为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
提供了可借鉴和可操作的路径。

1  高职《纳税筹划》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建设融合的
“联结”逻辑研究

1.1 高职《纳税筹划》课程思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一直被固化于“两课”之中，被默

认为是“有术之学”，而专业课程则属于“有学之术”，很少涉及
甚至避谈思政内容。尤其像《纳税筹划》这类属于高职院校大数
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不少专任教师认
为《纳税筹划》教学内容无法与思政教学关联或者关联度不大，自
己的课程教学很难做到“与时俱进”。有的教师迫于课程改革压
力，在课堂教学中“硬性”或“牵强”地增加思政内容或浅尝辄
止地“点缀”教学环节。有些高职院校《纳税筹划》课程选择的
教材理论性过强，不适合理解能力相对较弱的高职学生。在考核
方式上，“一卷定成效”与思政课协同的“三观”教育体现不明显,
不能构建起有效的课程思政融合体系、更形不成合力效应。

1.2高职《纳税筹划》课程“隐性”教育与课程思政“显性”
教育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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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师生、化于情境、固于评价的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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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纳税筹划》课程与课程思政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纳税筹划》课程中虽然涉及知识点多，学习理解难度较高，但
教学内容也蕴含着诚信守法、团队合作、敬廉崇洁意识与逻辑辩证
思维和统筹策划能力的理念，其所固有的筹划案例示范性、纳税主
体平等性、知识专业性和方式灵活性的特点，还可以弥补课程思政

“显性”教育的一些局限。这就对施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专
任教师在不改变原有专业知识的前提下，遵循课程教学的教育性规
律，摒弃或消除思政教育教学中的“孤岛现象”，在教书的过程中以
融入式、嵌入式、渗透式等方式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纳
税筹划》课程中，潜移默化地触动学生心灵，培养学生积极正确的
思政观念，实现知识技能传授与思政价值引领同向同行的效果。

2 高职《纳税筹划》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2. 1 找准“为什么”，设计建构起完整统一的目标体系
经过多年的企业实践调研访谈、问卷调查及对财经类毕业生

评估反馈后，我们凝练出要在《纳税筹划》专业课教学中将课程
思政内涵和教学目标有机融入教学大纲中，实现以“课程思政”推
动课堂教学“革命”，就必须构建起以“立德树人”为统领，以知
识育人目标、能力育人目标与思政育人目标的同向而行、一体推
进的目标体系，从而校准当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会计税筹业
务对学生职业道德、守法意识和创新思维等素质培育的方向。

2.1.1知识育人目标
通过《纳税筹划》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纳税筹划的一般

原理和基本方法；熟悉我国现行18个税种的纳税筹划技术；掌握
不同企业财务情境下的纳税筹划具体操作方案的设计以及不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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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方案下的应纳税款的计算。
2.1.2能力育人目标
具备纳税筹划岗位所应有的知识储备，会分析企业经营环境

和业务流程，能应用纳税筹划方法、技巧，提供纳税筹划解决
方案，规避公司税务风险；具备探究学习、答复日常涉税问题
的能力；具备终身学习、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撰写
基础纳税筹划方案分析报告。

2.1.3思政育人目标
尊重学生的心理特点，从广度、深度和温度3 个维度开展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重点培养学生遵法守纪、坚决不偷逃税款、
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与人团结协作、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树立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培养吃苦耐劳、勇于挑战、永不言败，乐观
向上的精神；具有节约意识、风险意识，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变
加法为方法、变植入为融入、变迎合为引领在为学生补足精神之

“钙”，在“知、信、行”合一下塑造正确的“三观”。
2.2明确“干什么”，深挖思政元素，重构课程内容
我校《纳税筹划》课程团队在原有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改

变以往“重智轻德”的倾向，及时修订课程标准，重构教学
内容与教学设计，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以“任务驱
动、工作导向型”的创新思路来满足企业岗位需求，体现高职
的办学特色。形成6 大项目任务模块授课内容，按照“课程标
准——课程教学任务——课堂教学设计与教学活动——预期成
效”4 个层面整体规划、统筹推进教学安排，详细标明每一任
务项下的思政元素、案例切入重点、难点及教学方法，形成规
范完整的教学设计。下面以项目一中任务二：熟悉纳税筹划的
有效法理子任务为例说明。（见表 1 ）

类似这样的教学设计服务于“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要
求，课程团队不求在每一节课激发课程思政的创新活力，而是在
重点突破、层层发力，帮助学生构建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网络过程
中潜移默化地融入“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专业胜任”
的职业素养。

2.3 弄清“谁来干”，当好德才兼备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一门蕴含思政价值的“金课”培树，不但要有“乐谱”，

更要靠“乐手” ，面对伴随着电子化成长起来的00 后学生，
《纳税筹划》的施教者“如何将思政之盐溶入课程之汤中？”
我校的做法是：首先强化师资素质，提升思政素养。教务处联
合思政教研室充分发挥思政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引领作用，通

过干部培训学院红色专题讲座、分享研讨会、课程思政教学观摩、
赛教等形式矫正部分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偏差，让施教者
首先接受教育。二是精挖思政元素，丰富教学内容[1]。我校课程
团队深耕红色财税血脉，根据岗位核心能力的要求，深挖每一税种
筹划的思政元素，辅以典型鲜活的教学案例，在课中通过筹划方案
的实施或分组承担具体的工作任务引导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三是
加强示范引领、回归教育初心。通过《纳税筹划》示范课、公开课
展示，我们发现“寓思政之盐于专业课程之汤”并非难事，只要任
课教师充分认识到课堂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阵地，努力用
自己的学识技能、经验阅历和人格魅力破解“课程思政之惑”，进
而形成强烈的自觉育人意识，不再被动地、甚至机械地将课程思政
作为额外任务，牵强附会、割裂曲解甚至生搬硬套实施课程思政，
就能通过在教学中实现思政元素水到渠成般融入课堂，进而启明学
生心智并实现协同育人效应。

2.4做细“怎么干”，在教学做一体化中实现产教研融合
“课程思政”改革的初衷是要施教者转变教学理念，创设

不同的教学情境，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解决长期以
来专业教师只注重知识技能传递、无视价值塑造提升等“育人”不
力问题。具体在进行《纳税筹划》教学任务设计时，就不能人为地
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割裂开来，而是按照工作流程，善用大思政
思维为任课教师指明“方向”，为课程建设注入“灵魂”，为课堂教
学增加“活力”。基于此，我们在《纳税筹划》教学活动开展过程
中就将每一项目任务分解为：（1）案例背景分析；（2）业务涉税情
况分析；（3）纳税筹划方案计算比较；（4）纳税筹划结论总结反思。
在具体教学中，通过调研探寻适合学生的方式，找寻学生的兴趣爱
好并以此为切入点，充分采用讨论式、头脑风暴、翻转课堂、角色
扮演、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辅以多媒体、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的
优势引导学生体验和感悟，真正做到让学生愿意听、能听懂、会应
用，切实提高教育教学效果[2]。其次是充分调动学生兴趣，再造
教学模式。兴趣是催生学生探索奋进的燃料。这就要求教师发挥主
导作用，把功夫既落实在课上也在课下，还要发挥学生主体性作
用，让学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满足他们的求知热情和技
能欲望。课前多用启发性教育，延长自主学习时间；课中教师进行
重难点讲解答疑、分析点评，但要力戒填鸭式教育。课后小组成员
根据项目任务展开研讨交流或者独立完成相应的线上学习自测及对
案例、知识模块所提炼出的结论、结果的总结，在体悟的过程中来
升华自身已有的正确的价值观，这样就会在育人的问题上实现专业
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育人的协同效应。在学生心中逐渐树立
起一个融知识技能和价值使命的职业发展体系，潜移默化地在自己
内心中就植入了符合纳税筹划要求的岗位行为规范及职业操守。三
是要精选案例情境，避免生拉硬套。如在讲解税款的退还与追缴
时，尽可能选用企业特定管理情境，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引导
其深入思考：因为个人原因会引致什么样的不良后果？从而帮助其
树立敬畏法律规则、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教师要避免“教教
材”倾向，应巧妙地将思政元素嵌入专业知识点传授中，而不是生
拉硬套。

3 高职《纳税筹划》课程思政建设效果
课程思政在我校《纳税筹划》这门课程中实施后起了化学

反应，有效地激发起高职学生学习内动力，课堂更加活泼有
趣，深受学生喜爱，教学效果明显提升，真正做到了课程思政
建设与知识、能力的融合与互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旗帜
鲜明，又润物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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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熟悉纳税筹划的有效法理的纳税筹划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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