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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具体案例讲解抽象理
论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
解理论知识，同时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能够更好的启发
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在中职思政课程中，教师通过案
例教学法的应用，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思政课程理论知
识的兴趣和效果。

1　中职思政课中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1.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指出：“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孩

子们的求知求学的欲望激发出来”，如果将生动形象的案例运用
到抽象思政理论教学中，可以帮助广大学生在学习思政理论知识
的同时，加强学生对思政理论的掌握和运用[1]。

1.2提高思政课程教学效果
中职院校更加注重对学生专业性的培养，更加强调学生的社

会实践能力。因此，在课程设计当中，实践性和和实验性内容更加
多一点。然而，从学校教学实际过程来看，更多地实践课程需要更
广阔的教学空间和社会资源。如果中职院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尤其
是思政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法，一方面可以近似模拟课程实践场景，
通过不同的实践方式，使广大学生真正融入到实践情景中，提升学
生对理论知识的操作能力，从而提升教学效果[2]。

1.3增强师生之间沟通和理解
中职院校的学生大多基础知识不扎实，对学习理论知识不太

感兴趣，对中职院校设置的课程学习态度上不认真，对学习成
绩并不是很在乎，只有少部分学生为了弥补缺憾，对各个科目
学习比较认真。作为教师，对这些不乐于学习的学生，也无力从
根本上扭转学生的学习态度，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采用学生乐
于接受的教学方式对其实施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　案例教学法在中职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案例教学法在中职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1案例资源不充足，案例质量不佳
目前在中职案例教学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教学案例缺乏真实性

和时代性。思政课任职老师在备课时，选择的教学案例都比较陈
旧，时间久远，缺乏实际指导意义。很多思政课任职老师主观上
不重视对案例的筛选，认为教材上的案例足可以开展教学。由于
教材上的案例涉及面广，广而不专，很难具有实际指导性，从而
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降低教学实际效果。

2.1.2教师运用案例差，综合素质不高
中职院校思政课教师专业素养不够，运用案例能力不足，思

政课教师整体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年龄比较大的思政课教师由于
长期按照传统教育模式进行教课，对于采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有些
不适应，所以对在思政课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不是很积极。同时，
由于中职院校更加注重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对思政等文化基
础课向来不太重视，导致很多中职院校的思政任课教师并不是科
班出身，专业素养欠缺，对思政课程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1.3学生积极性不高，参与能力不强
中职学校的学生认为他们来到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一技之长，

思政课学习与否无关紧要，中职学生一般在学习中比较被动，
往往对案例教学过程中参与程度不高。对案例和问题不愿意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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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或者讨论态度一般，课堂发言不积极，部分中职学生完全没
有参与课堂讨论的热情和欲望，他们对待课堂的态度是消极怠慢，
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开展。

2.2案例教学法在中职思政课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2.2.1客观层面
同就业率和专业技能相比，中职院校高层领导普遍不重视思

政教育，认为思政教育比较虚，对该方面财政投入较少，造成思
政教学条件受限，使得案例教学法在思政课程中难以得到充分发
挥。同时，思政课程任职教师和其他专业相比数量严重不足，思
政课程教师结构失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案例教学法在思政课程
教育中的有效发挥。

2.2.2教师层面
中职院校思政课程任职教师通常不是科班出身，专业能力水

平不深，案例教学法教学水平难以有效发挥。同时，由于案例教
学法更加注重实践经验，而中职教师在实践方面普遍经验不足，
使得任职教师授课积极性不高，普遍抵制课程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案例教学法在思政课程中的应用。

2.2.3学生层面
由于思政课程的学习不会对中职院校的学生专业能力和技能

的提升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导致大部分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学习热
情不足。由此，造成案例教学法在思政教育课堂上，因学生参与
性不够，态度不端正，对案例学习内容不感兴趣等原因很难达到
应有的教育效果。

3　案例教学法在中职思政课教学中应用策略
3.1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中职院校思政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学能力和科研素质直接决

定了案例教学法能否顺利开展，因此，提高中职思政课程中案例
教学法的应用效果，首先要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水平。教师要不
断更新教育理念，时刻关注国家教育教学的改革，注重案例教学
方法的研究。同时，教师要有很强的案例资料搜集能力，能够通
过发挥自己的资源和借助发达的网络资源，汇编并撰写最为新鲜、
贴合时代需求的思政课程教育案例。

3.2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教育家洪堡提出“教育不单纯传播知识，重要的是要‘唤醒’

学生，培养学生主动的学习、理解力和思维力的提高，自我决定
能力的加强，使他们在不能预知的将来种种形势和场景中作出积
极的选择和决定”。 讨论中学生的参与过程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法
能否成功运用。在进行讨论时，坚持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确保学生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引导作用。在案
例的小组讨论和全班的交流过程中，学生要调动起自己的积极性，
敢于展示自己，加强同学间交流合作，共同分析、讨论，倾听别
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自己真正
成为课堂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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