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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困境
高职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1专业课老师和思政老师的地位如何区分
教师的主要功能“传道”“授业”“解惑”，按以往的

理解，专业课老师更多的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进行传道授业解
惑，而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人生
观、世界观、道德观问题，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

笔者作为《劳动争议处理实务》课程主讲老师，在教授学
生进行劳动争议处理的方法技巧同时，关注学生的三观教育，
这是否有取代思政老师的嫌疑？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过度关注
课程思政，是否会让学生觉得不像上专业课，像上思政课，有
损专业课老师的地位？

1.2显性目标与隐性目标如何结合
《劳动争议处理实务》这门课程的显性目标主要包括知识目

标和能力目标。知识目标主要有4 项：①掌握劳动争议预防及
处理的工作方法；②掌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三大法规；③学会撰写和解协议书，调解
申请书及调解书，仲裁申请书及答辩书，起诉状及答辩状；④
掌握劳动争议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四种方法和技巧。能力目
标主要是能处理十类劳动争议。这门课程的隐性目标主要有5项：
①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②产生爱国情怀；③具备法治意识，
理解公平正义；④拥有工匠精神；⑤发扬劳动精神。如何将显性
目标与隐性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一直是困扰本人的问题之一。

1.3教学内容如何结合思政
《劳动争议处理实务》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三大法

规、四大方法和十大项目任务。表面上看只要学生能够具备解决劳
动争议的方法技巧就可以了，老师教的是学生如何做事，但是根据
课程思政的要求，还应该教授学生如何做人。这就需要考虑教学内
容如何体现课程思政，不出现专业内容和思政内容两张皮的情形。

1.4教学方法手段如何体现思政
笔者在《劳动争议处理实务》的教学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云

课堂智慧职教、世界大学城空间和学习强国APP等。教学方法主
要依靠：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PBL教学法、ISAS教学法等。
这些教学手段方法与信息化技术，如何体现课程思政？

1.5何时、何地课程思政
笔者曾经多次自问《劳动争议处理实务》课程思政是否就

只是某堂课或某个知识点涉及思政就可以了？基于对全程全员全
方位的三全育人的要求，我一直在思考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
地方进行课程思政。

2  高职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出路
2.1进一步明确课程思政的教师教学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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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2014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在《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4—2020年）》中首次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概念。此后全
国都掀起了课程思政的热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的系列重要指示，都强调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旨在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和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及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职专业课课程思政变得越来越重要。笔者作为
一名高职院校的专职教师，在进行专业课课程《劳动争议处理实务》教学时，发现专业课课程思政面临着很多困难，试图寻找合适
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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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工作，教师主体地位尤其重要。首
先要让专业教师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观和精神追
求。当教师要坚信，只有自己具备这些，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其次专业课老师要进行课程思政培训，进一步增强课程
思政能力。再次，要加强教师之间的指导协作。笔者所在学校
本学期开展了由思政老师与专业课老师协同合作，共同研讨课程
思政的活动，对于专业课课程思政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最后，
对于专业课老师来说，课程思政可以达到育人自育的效果。

2.2将立德树人设立为首要教学目标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放在“齐

家治国平天下”之前的，“做人”应该摆在“做事”前面。如果只
强调“做事”，忽略“做人”，培养出来的是“没有灵魂的技师”。课
程思政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这一目标，作为教师需
要把思想政治课和课程思政结合起来，以德育为首，制定教育目
标，其他知识能力目标应该是围绕素质目标展开。

2.3专业课的教育内容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
专业课教学内容应该有“思政”内容，不能出现“专业

内容”与“思政内容”“两张皮”的现象。在《劳动争议处理实务》
课程教学中，笔者在讲三大法规，四大方法的内容时，需要加强法
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讲十大项目任务时，笔者
会通过教材，时政热点等引导学生思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
值融入其中。当学生面对困惑，引导他们思考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是
什么？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后能满足个体需要，实现人生价值。学
生也能担负HR的职责和使命:解决劳动争议，帮助劳动争议双方实
现各自目标，实现共赢。课后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
HR的责任担当，拥有爱国情怀、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等正能量。

2.4教学方法手段也应体现思政元素
课堂实施中，笔者会利用云课堂智慧职教、学习强国、网络、

微信等资源和手段成果，让学生体验互联网+时代的各项成果，产
生自信心，自豪感，拥有爱国情怀。在选择案例的时候，笔者也
会有意识的选择能让学生拥有爱国情怀、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等
正能量，能进行课程思政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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