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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高职院校是我国培养后备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其课程思
政建设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课程
思政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课程，而是立足于现有的专业课程，
以专业知识背景为依托，提炼发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为学
生创造情景式学习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提升思想道德
素质。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新疆职业大学新能源汽车专业三个年级全体学生为

调查对象。问卷调查采用网络问卷+ 线下问卷的方式进行，累
计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2份，有效问卷189份，有效回收
率为94.5%。调查数据显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

2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初稿由多篇参考文献总结得来，后咨询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仔细修改创新最终形成问卷终稿。该问卷是针对新
能源汽车专业学生设计的，主要包括对“课程思政化”的认知
情况，实施效果以及学生关切情况进行调查。问卷共3个维度，
18 个条目。第１个维度是对“课程思政化”认知态度的调查，
包括“课程思政的普及程度”“课程思政提升学习兴趣”“课程
思政提升专业课程质量”“对全部课程加入思政内容的态度”

“课程思政丰富课堂内容”“课程思政利于知识吸收与兴趣培养”
6个条目。第２个维度是对“课程思政化”实施效果的分析，包
括“对新能源汽车发展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能推动正确价值观
的建立”“能加深对新能源相关技术的理解”“对学习生活能有
所帮助”“对个人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对求职就业具有积极
导向”6个条目。第3个维度是对“课程思政化”学生关切内容
的调查，包括“期望课程思政内容占比情况（1分 -5%；2 分 -
10%；3分 -15%；4分 -20%；5分 -25%；）”“课程思政与专业课
程关系紧密度”“课程思政实施现状”“课程思政实施效果与老
师的关系”“课程思政存在必要性”“课程思政融入学习考核”，
每个条目对于分别赋分为１～５分，以分数高低评判效果,分数
越高，效果越好。

采用方便抽样法筛选调查对象服务于此次调查，筛选范围为
新疆职业大学新能源汽车专业大学一年级至大学三年级的所有的
在校生。本次研究的Cronbach’sa系数为0.85，信度的内在一致
性较高，问卷经专家评审修改后，效度测试达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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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课程思政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

3　结果与分析
3.1基本情况
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新能源汽车专业三个年级的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研，从表2 均值统计可以看出，课程教学满意度以及
学习效果均达到较高程度（均值> 4 ）。

表2    调查问卷变量的均值统计

新能源汽车专业学生对“课程思政”认知态度得分为23.09
分，满分为30分，得分率为77％；对“课程思政化”实施效果得
分为24.42分，满分为30分，得分率为81.4％。对“学生关切”
项目得分为21分，满分为30分，得分率为70.0％。具体见表3。

3.2具体分析
本次调查采用自编的“关于高职院校学生对课程思政认知度

的调查”，调查范围为新疆职业大学新能源汽车专业，其中，
一年级人数为48 人，占比28.57%；二年级人数为63 人，占比
37.5%；三年级人数为57 人，占33.93%；从学生对“课程思
政”的总体了解程度看，三个年级共有33.93% 的学生对于“课

维度 Cronbach’sAlpha 项数

课程思政感知度 0.857 3

教学效果满意度 0.932 12

整体学习效果 0.957 15

整体问卷 0.948 2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感
知
度

了解程度 4.22 0.845

学
习
效
果

整体收获程度 4.53 0.857

感兴趣程度 4.35 0.828 专业提升程度 4.38 0.796

满
意
度

总体满意度 4.43 0.769 思政建设程度 4.45 0.833

内容满意度 4.45 0.848
学习态度提升

程度
4.55 0.865

形式满意度 4.53 0.871
兴趣爱好扩展

程度
4.29 0.784

活动满意度 4.27 0.793
学业与职业规
划帮助程度

4.38 0.855

方法满意度 4.23 0.827
其他学习帮助

程度
4.55 0.837

量化满意度 4.15 0.839

时间满意度 4.24 0.786

氛围满意度 4.32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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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概念内涵不太了解或完全没有听说过。其中，持这一
观点的一年级学生27.08%，二年级的有33.33%，三年级的有  40.
35%。各年级中，学生对“课程思政”概念内涵不太了解或完全没
有听说过的比例仍然偏高，尤其高年级“课程思政”的普及程度，
建设力度严重不足。尽管有33.93%的学生对于“课程思政”不太
了解或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些学生中有89.47%的学生在了
解到课程思政的内涵后，认为开展“课程思政”很有必要性。

根据对在校专业课老师的调查，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教学有
多种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新媒体教
学以及课外拓展。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年级学生最青睐的课程思
政融入方法不同，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更倾向于课外拓展，其次
是新媒体教学。三年级同学最希望通过新媒体教学将课程思政融
入专业课教学。三个年级中生生互动这一模式是接受度最低的，
一年级是51.5%，二年级是43.7%，三年级是38.5%，如图1所示。
随着年级的变化，生生互动这一模式的受欢迎程度出现了明显下
降。对于“课程思政”的实现方式，高职院校学生对于教师教学
方法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中多媒体方式依靠其受众度
以及便捷度占据主导地位，应成为推进高职院校学生“课程思政”
建设的优选方式。

为了“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课程思政逐渐走入了高职院校课堂。课程思政主
要有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以及价值观塑造三个主要作用。其中，知
识传递是基石，能力培养是抓手，价值观塑造是灵魂，三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调查结果显示，三个年级学生普遍认为课程思
政最主要的作用是价值观塑造，（一年级比率为82.5%，二年级比
率为84.6%，三年级为78.5%）其次是知识传递，能力培养次之，
如图2所示：说明之前开展的课程思政在学生的价值引领方面已
经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同时也提醒教师应该加强学生能力培养方
面的教育教学工作。

图2      不同年级学生课程思政所起作用调查统计

4　总结
将思政元素进行合理融入专业课教学，不拘泥于普通教材及

传统章节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在面对不同专业和不同学情学生的
授课中，根据教学目标的差异将学生所需掌握的知识点与思政元
素有机结合，既可以相互独立也可以自由组合，从而使思政内容
的融入既有核心内涵，又有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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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新能源汽车专业学生对“课程思政”认知态度，实施效果以及学

生关切的情况得分

注：得分率=该项目实际得分/该项目总分*100%

维度 项目
得分
（分）

满分
（分）

得分率
（%）

认知
态度

课程思政的普及程度 3.23 5 64.60%

课程思政提升学习兴趣 4.21 5 84.20%

课程思政提升专业课程质量 3.54 5 70.80%

对全部课程加入思政内容的
态度

3.65 5 73.00%

课程思政丰富课堂内容 4.23 5 84.60%

课程思政利于知识吸收与兴
趣培养

4.23 5 84.60%

认知态度总分 23.09 30 77.00%

实施
效果

对新能源汽车发展会有更清
楚的认识

3.85 5 77.00%

能推动正确价值观的建立 4.43 5 88.60%

能加深对新能源相关技术的
理解

3.65 5 73.00%

对学习生活能有所帮助 3.86 5 77.20%

对个人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 4.18 5 83.60%

对求职就业具有积极导向 4.45 5 89.00%

实施效果总分 24.42 30 81.40%

学生
关切

期望课程思政内容占比情况 4 5 80.00%

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关系紧
密度

3 5 60.00%

课程思政实施现状 3 5 60.00%

课程思政实施效果与老师的
关系

4 5 80.00%

课程思政存在必要性 4 5 80.00%

课程思政融入学习考核 3 5 60.00%

学生关切总分 21 30 70.00%

图1   不同年级课程思政教学方案调查统计


	教育教学第9期正文_35.pdf
	教育教学第9期正文_3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