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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新闻与课程的关系
随着媒体资讯的发达，各行各业的新闻事件被源源不断地报

道出来并在相关群体内广泛传播。以民航第一新闻门户网站
“民航资源网”为例，登陆该网站，可以浏览到民航系统每天
发生的大事小情，上到民航局方发布的各项规章制度，下到各
个航企实际工作中的真实案例，以及国外民航业的相关进展，
应有尽有，包罗万象。如果一个普通读者长期阅读民航资源网
站的相关新闻，那么他对于行业的了解，将不亚于在民航系统
内工作的员工。

行业新闻可以为教师讲解课程内容提供案例支撑，相信这点
已经是老师们的共识。而行业新闻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是作为知
识点案例偶尔提及，还是作为主要的信息资源深入融入课程，可能
不同老师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本文的观点是要根据课程的性质来
决定，如果一门课程和生产实践结合紧密，那么将行业新闻深入融
合到课程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缺失这一块巨大的教学
资源，对于课程建设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损失。

以笔者执教的《民航旅客运输》课程为例，它是民航运输类
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民航客运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内
容，为学生今后进入民航一线服务行业打好学习基础。课程性质
决定了该门课程与实际工作联系非常紧密，很多岗位业务知识也
不是一成不变，需要随着行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因此在教
学实践中，及时了解客运相关民航新闻，并充分利用民航客运新
闻进行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行业新闻为课程内容提供案例支撑，相关知识点在现实生活
中如何得到应用，通过新闻案例的讲解，将全面丰富地呈现出来，
同时案例可以分为正面和负面，这对于学生深刻理解知识点，加
深学习印象，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辅助资源和手段[1]。

2　行业新闻中的思政元素挖掘
专业课思政元素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典型思政元素

（通用），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教育、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
育、四史教育等；另一部分是专业素养元素，不同学科专业需要
强调的素质有所不同，如教育专业注重师德师风教育、培育爱国
守法、规范从教的职业操守等。《民航旅客运输》作为民航运输类
的专业基础课，则尤其需要强调安全意识、遵守规章意识、敬畏
意识、团队协作及服务意识等客运工作特别注重的素质。

专业课进行思政教育，特别强调要润物细无声，不能生硬和
刻意，而行业新闻作为课程内容的学习载体，是很好的思政教学
资源。这主要体现在：（1）行业新闻与时俱进，能很好地融入时
代发展相关的思政教育；（2）行业新闻有具体事件和人物，本身
就是生动的有温度的；（3 ）行业新闻的载体形式是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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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文字有视频；（4 ）行业新闻包罗万象，有正面案例，
也有反面教训，可提取的思政要素很多。

3　行业新闻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思考
行业新闻深度融入课程教学及思政，在教学实践中，也有

一些思考可以和大家分享。
3.1注重新闻事件来源 进行必要加工整理
网络时代资讯良莠不齐，在选取新闻事件时，尽量选择权

威的官方或者行业门户类新闻网站，不要在一些小的网站上随意
截取新闻。也可以订阅行业类新闻报纸，不过在信息时代，传
统报纸可能不如网站那么方便和高效。

原始的新闻有可能会很冗长，涉及面很广，不能照搬到课
件，需要删繁就简，重新梳理人物事件经过等关键要素，否则
没有重点，无法和课程知识点形成有效连接。如果每门课程能
够建成相应的新闻案例资源库，会极大方便学生的课外拓展和自
主学习。

3.2增加学生互动 让学生成为学习主角
笔者在每节课课前，会邀请2名同学仿照播音员进行一周新

闻播报，将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给大家串联播报或者针对某一事
件深度剖析。这一环节将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充分锻炼学生的
信息加工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教师要做好点评和引导工作，
注重新闻背后的思政教育。

3.3充分调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资源
新闻讲解时，除了文字描述，还可以充分引入新闻图片或者

相关事件或人物访谈视频，让新闻更形象更加立体，加深大家的
理解和印象。

3.4引入情景模拟、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
充分调用多种教学手段，如情景模拟新闻事件，针对特定热

点新闻开展课堂辩论，或者制作新闻海报等多种方式，将行业新
闻以多种角度融入课程教学，丰富课程设计，多方位调动大家的
学习积极性，只有大家积极参与，教育才能入脑入心[2]。

在提倡行动导向教学、密切联系生产实际的职业教育领域，
行业新闻作为鲜活的生产一线教学案例和教学资源，尤其要加以
重视和充分利用。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可以
给教师提供广阔的教学空间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政教育，满足
互联网一代青年学生的求知需求，紧跟时代发展，提高思政教育
亲和力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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