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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职教育作用越来越明显。面对新的就

业趋势，对职业者要求呈现一种双向互动的态势，即强调对实
践能力关注，也有对职业能力的注重。另一方面，在职场中体
现的操守与自律职业精神显得愈发重要，有利于弘扬工匠精神，
培养敬业、精益、专注、创新型的人才。

1　中职思政教育对学生职业精神培养面临的问题
1.1　思想政治课程教材内容缺乏更新。
许多关于职业精神培养的教材过于陈旧，甚至至今还保留

2000年的课程教材，显然无法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主题和社会实
际，对于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显然是不利的。一方面，中职思
政教育教材广泛性不够，过于单一。职业学校大部分学生由于
文化程度不高，对理论知识理解能力相对较差；学生更多倾向
于动手能力强的实训课程，而排斥理论课程，形成了恶性循
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涉及政治、哲学、艺术等与职业精
神培养密切相关的课程，往往为职业技能课程让步。虽然部分
学校增设一些关于培养职业精神的人文课程，却没有真正意义上
做到教育与内容有机统一，理论与专业之间缺乏联系。

1.2　职业精神培养的教育和理论方式过于陈旧。
现代中职思政教育方式，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已经无法适

应当今时代要求。工匠精神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之一，何为敬
业、精益、专注、创新，并没有使其深入学生内心。在某些
课堂上仍然存在理论灌输的情况，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裂。
不利于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空泛的理论教育，并不能让学生真
正体会其中的内涵。所以对教育和理论方式的创新，需要改变
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根据学生具体的实际情况，调整以往课
堂理论教学占有比例，增加实践教学比例，使学生切实深入实
践之中，让课程理论教学真正与实践紧密结合。

1.3　关于职业精神培养的专职教师教育观念固化。
当前很多任课教师缺乏职业教育意识，教师知识体系固化，

能力结构非常不合理。奉行教条化式的教育，导致理论与实践相
脱节，不能根据社会情况作出创新性解读，缺乏对社会规律的深
刻认识，不能作出调整，照本宣科。另一方面，许多中职教师缺
乏完善的实践体系，无法真正意义上对学生的职业精神进行培养
和提高。

2　中职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职业精神培养转变与调整
2.1　在职业精神层面上注重人文精神培养
首先，人文精神的塑造直接关乎职业精神的培养。人文精神

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一种奉献精神，以及对人的
尊严、价值的尊重与珍视，是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完美的人格塑
造，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和道德，使其真正认识到社会的价值，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人文精神培养有助于转变学生的职业态
度，学生身体力行，使其树立敬业、专注、坚持的处事职业态度。

2.2　注重中职思政职业精神教育模式的创新
首先，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精神联

系人们的职业日益紧密。然而在职业精神培养过程中，中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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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职思政教育是学生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关乎学生职业精神的塑造，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中职思
想政治课程必须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针对学生不同方面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新思想政治课程的实施途径和方式，做到
实践课程与理论教育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提高职业操守，对学生职业精神的重构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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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思维，缺乏对学生问题意识培养，以致于学生缺乏探索精神
与问题意识，不敢尝试新事物，往往耽于传统常规，与创新突破
失之交臂，因此培养学生问题意识，使学生学会反思、发现、解
决问题的能力，是职业精神培养的关键。其次，培养学生独立自
主的精神，目前许多学校仍然奉行的是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使学
生对老师形成过度依赖，以致于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动手能力，因
此开展学生自主的探索式教育，有助于学生养成自觉、自主解决
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能力。

2.3　专业与课程契合与对称
首先，针对不同专业，课程的设置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

对中职思政教育课程涵括职业技能与职业性方面课程，需要突显
学生创造力和自主性。其次，深刻认识与把握学生的职业认知规
律。针对学生的不同实际情况，认真考虑学生对职业不同需求。最
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职业自觉与责任意识，由点及面，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工匠精神，使其自觉树立职业精神，
践行奉献精神。

3　中职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职业精神塑造的必要性
3.1　中职思政治课程是道德性的人格塑造的最重要的环节
中职思政教育课程兼具各种课程优秀教育因素，整合社会诸

如职业道德，奉献与敬业的精神各个方面。对于促进学生思想
观念转变和道德性的人格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也就说，

“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起着持久的精神塑造作用”。
3.2　中职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分工体现的具体形式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来看，职业是一种社会关系，社

会的分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样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各个
组织，团体与个体承担着社会各种相应责任。正是由于社会各
司其职，社会才能正常有序的发展。因此，通过中职思想教育
课程能够让学生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分工把社会各个团体与
个体是互相联系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不可分割的。有
助于学生在努力创造社会价值同时，奉献自己，树立正确人生观、
世界观和职业观，培养精神上的自觉与担当，形成高尚的道德情
操和完美人格。

3.3　中职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乎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的重要
因素

中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学生奉献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塑造，使
其自觉树立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价值观，不同程度地体现
了社会契约精神。另方面使其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奉献自己，
进一步把自己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
完成社会价值过程之中实现个人合理的价值。因此，职业精神的
培养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一定的思想觉悟，同时能够促进学
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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