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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探究

——以《民航概论》为例
黄蕾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海南三亚  572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为主要政治领

导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始终坚持把高校职业教育教学工作

建设摆在高校建设优先发展的特色国家教育战略中的核心任

务位置 , 提出了高校要切实坚持高校教育工作全员全面多元

化过程面向教育发展全方位育人(以下具体简称"三全育人")

的基本工作要求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联合开展职业思

想政治理论经济政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六次全体会议上已经

明确指出 , 要始终一贯坚持把高校职业立身育德治学体系建

设作为高校教育教学中心环节 , 把高校职业思想政治理论经

济政治学科教育教学工作体系建设始终贯穿高校职业教育思

想政治理论教学全工作过程。

实现德本的基本任务，必须将职业价值形象塑造、知

识技能传授和职业能力素质培养有机结合到一起来 , 不可分

离。全面发展推进教育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中国大学思

想价值观系统教育于知识传授和能力以及培养社会之中，帮

助我们的中国大学生通过自身学习实践塑造一个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理念是高校教育思政文化建设人

才培养的真正根本性和应有之义 , 更是必备内容。

1. 高职《民航概论》课程的现状

《民航概论》是高职院校安检人员专业的专业知识基

础理论课程。主要通过讲授教学内容为民用航空概述、民用

航空物流运输经济发展简史、民航运输服务组织系统、运输

能力指标、民用航空器、飞机的飞行原理与飞行过程、空中

交通信息管理、民用航空港与航线、航空有限公司、民航旅

客与货物等。该课程对于民航类专业学生是一门基础性通识

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民航专业学生对民用航空及民

用航空运输领域有一个基本认识，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交

通强国”的大背景下，引导学生具备“民航强国”的思想，

激发学生实现“民航强国”目标的使命感。通过教学过程培

养民航专业学生的政治责任感、事业认同感、岗位归属感和

职业荣誉感，使之能全身心地投身到“民航强国”的建设中去。

目前在《民航概论》此门课程的设置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教学设计陈旧

《民航概论》作为一门民航专业基础性的专业课程，

过去，教学课程设计更多地倾向于如何培养毕业学生的民航

专业知识能力 , 更倾向注重如何才能让毕业学生更有效地学

习获得民航专业知识，而往往忽视专业思想理论政治素质教

育，缺乏专业指导和对学生的专业思想理论政治素质教育、

道德价值观和爱国主义。

1.2 教法单一

《民航概论》此门课程中的民航知识点较多，教学研

究内容以及信息数据量大，教师在教学中几乎全程采用讲授

法教学，学生之间缺乏直接社会实践和及时作出反馈的机会，

单方面的输出，学生具有相对被动，容易导致机械性学习，

长此以往使得我们学生对课程感到乏味，缺乏专业学习的积

极性与兴趣，没有自己思维的挑战，不利于独立自主思考、

创新思维活动能力的培养。

2.《民航概论》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2.1 改革思路

2.1.1 专业教师树立“立德树人”思想意识，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

在新型的经济社会时代的思想政治专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大背景下 , 不仅在新的政治专业教育知识理论指导课程中

的各专业政治教师或者辅导员们应该认真做好一个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政治专业课、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政治教育知识基础

教育理论指导教学工作 ,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是一个全面的政

治知识基础教育 , 专业课的教师也同样应该牢固正确树立 "

立德 " 的教育指导思想 , 对于新的政治专业课不仅仅是要不

断深入传授学生新的政治专业知识 , 更应该在原有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和政治教育知识基础教育资源中深入组织学习，加

以挖掘，并在课程内容中重新设置和集中运用新的教学方法,

通过政治理论课的学习 ,使广大高校学生丰富新的理论知识 ,

增长新的专业知识 , 塑造良好政治人格 , 努力加快培养学生

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共产党的优秀接班人。

教师应进行严格控制，要求学生自我坚持发展思想文

化政治教育学习，必须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 "

六要 " 嘱托，坚持 " 六要 " 标准。信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感动具有高尚人格的学生，用道德价值观影响

他们。教师作为学习的良好榜样，为学校事物、为学校人生

都树立在全体学生的共同心目中，最终通过教师良好的榜样，

用好的伦理道德、言行，使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道德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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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心价值观。

2.1.2 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

可以从人才培养研究方案、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等

各环节落手，从授课方式、教学研讨、实践实训、作业、论

文、考试，贯穿课堂教学，通过一个恰当的教学活动设计，

全面融入思政内容，构建全课程育人和社会全面育人的新育

人模式，真正做到将知识传授、能力不断培养和思想文化政

治素质教育融为一体，对学生思想进行潜移默化的培养。

2.2 具体实践

2.2.1 深入解读课程挖掘《民航概论》思政元素

教师在遵循课程发展特点、行业中国特色及学生通过

学习、生活规律的基础上解析课程，全面统筹规划，深入分

析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该专业知识点和行业企业文化、当

代民航精神、从业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养、时事政治及爱国

主义思想教育及社会经济核心价值观方面进行耦合，自然渗

入。

图 1《民航概论》核心德育元素图

《民航概论》介绍民用航空的概况，民用航空系统的

组成、组织和管理，民用航空运输的基本规律，飞机飞行的

基本原则，中国民用航空的概况，航空业的历史和发展等。

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民航重大历史事件、热点新闻及发

展研究动态，通过分析案例、小组合作讨论、情景模拟等方

法，对学生思想进行爱国主义、社会经济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渗入航空报国意识、民航精神、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素养、

安全管理责任主体意识，帮助学生养成爱国精神、民族自豪

感，树立正确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及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

增强学生的政治责任感，确保培养的学生能对党绝对忠诚，

对人民绝对负责，对民航事业绝对担当；增加学生的职业荣

誉感，构建行业归属感，塑造严谨科学的专业创新精神、团

结协作的工作生活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深刻理解“敬

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的含义。具体介绍如下 :

知识点 思政元素

第一篇	民航基础

总论

单元 1	民用空概

述

单元 2	民用航空

发展简史

单元 3	民航运输

组织系统与主要

运输指标

1. 讲述民航发展历程，从先祖对飞天的

梦想到莱特兄弟研制出“飞行者 1 号”，

使学生认识到人类克服困难，勇于探索，

开拓进取的宝贵品质；

2. 从我国民航先驱冯如先生坚持不懈研

制飞机的感人事迹到我国首款自主研制

的客机 C919，让学生深刻体会航空救国、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民航精神，明白

不忘初心，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重要；

3. 从“两航起义”的历史意义，到开国

大典的飞机不够再飞一次，再到 2019 年

70 周年阅兵式上的空中梯队，让学生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使之认识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

第二篇	民用航空

飞行基础

单元 4	民用航空

器

单元 5	飞机的飞

行原理与飞行过

程

单元 6	空中交通

管理

1. 通过航空器国籍的重要性，让学生知

道国家之于公民的意义，强盛国家对于

中国公民的保护，荣生生在华夏的民族

自豪感；

2. 通过对飞机制造的要求，让学生明白

安全是民航的永恒主题，环保、可持续

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

3. 通过空中交通管理的作用，让学生知

道安全是民航业生存和发展基础，树立

管理理念，学会服从管理与监督，培养

学生安全第一的职业素养；

4. 通过航空器的制造，让学生知道中国

民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一把尺、

一支笔开始的新中国航空工业，经历了

数次艰难的转折，航空人不曾退缩，深

刻明白 " 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 的航空

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精神，理解“工

匠精神”。

第三篇	民用航空

构成要素

单元 7	民用航空

港与航线

单元 8	航空公司

单元 9	民航旅客

与货物

1. 通过分析机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培养学生热爱机场、热爱专业的情感；

2. 通过川航英雄机长、天津航空劫机事

件、中国民航积极抗疫等真实例子，让

学生深刻体会“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

严谨科学的专业精神、团结协作的工作

作风、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的民航精神，

提升爱国主义情操，感同身受体会中国

民航的担当和责任感；

3. 通过对民航业涵盖航空公司、民航机

场、空中管理、服务保障、运行监管等

多个子系统的复杂系统的学习，培养学

生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

4. 通过对民航旅客与货物相关知识的学

习，让学生理解“敬畏生命、敬畏规章、

敬畏职责”的含义。

01

02

0304

05

06 民航精神
职业素养

工匠精神

航空强国

社会核心价
值观

人生价值观

爱国精神

核心德育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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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民航运输

业的发展趋势

通过学习，了解中国民航发展的趋势和

规划，认识到我国现在正处在民航强国

的现状，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情，端正

态度，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巩固为

民航发展贡献的决心，增强学生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

《民航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思政元素表 1

2.2.2 学生为中心，实施课堂革命

在《民航概论》课程的教学课堂上，在对广大学生进

行抽象政治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课程建设发展过程中，教师

在推进教育教学现代化和应用信息网络现代技术的强大动力

帮助下应不断创新新的教育课堂教学过程管理模式，使抽象

的政治理论知识直观和生动，激发高校学生对《民航概论》

中抽象的政治理论学习兴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效果，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

在《民航概论》课程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

用多媒体教学、情景互动模拟、小组合作等多种教学方法，

让广大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直观地深入理解和深刻领会

课堂教学内容 , 通过学生自主创新学习、合作探究学习、学

生作为主体合作探究等教学形式 , 培养广大学生自主创新学

习精神和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 促进广大学生全面自主发展和

实现终身自主学习。

除了加强传统第二课堂教学知识教育外，大力发展教

育开发学生第二课堂，利用好学生第二课堂知识学习也是 "

课程思政 " 的重要一环。其中例如通过学校组织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各类体育活动，例如职业劳动技能教育、安检管理职

业技能知识大赛、运输管理职业技能知识大赛等，巩固提高

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组织学生

赴企业开展生产性实训、参与亚洲博鳌论坛等各重要会议保

障，提升学生爱国精神、民航素养及职业意识；创新网络教

育新手段，以智慧教育平台为主，培养学生自学数字化资源

能力，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价值观、职业观，全方位多途径达

成育人目标。

2.2.3 完善过程检测、评价与反馈机制

对《民航概论》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和过程

有效性的教学评价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实用的教学评价衡

量标准和教学评价管理体系的大力支持。《民航概论》教学

课程评价采用教学过程性预估评价和过程总结性预估评价方

法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评价学生的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

又评价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专业态度、沟通能力等专业素

质。并对学生的思想意识状况进行跟踪评价，以实现课程思

想政治的实际应用。

3. 结语

党和国家将建设新时代民航强国伟大事业、服务“两

个一百年”目标的时代重托和历史使命赋予了这一代民航人，

作为民航专业的学生，唯有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唯有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对得起

时代要求和使命，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因此，作为

培养民航专业人才的高职院校一定要认识到立德树人的重要

性，通过在校教育为我国民航培养专业技能高、思想素质强

的专业人才。

民航类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进行改革是实现企

业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工作过程的必经途径，

对于我国民航专业教育学生入校的第一门专业启蒙课程，《民

航概论》课程蕴含了一个较为丰富的育人元素，教师在传教

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引入思政元素，对民航类专业学生核

心价值观的引导及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十分

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民航培养负有民族主义精神、三观正确、

思想政治觉悟高、职业技术素养强的高素质民航人才奠定了

坚实基础，为“民航强国”的人力资源提供重要社会保障。

作为高校教师，一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破原有的专业知识

教授的固有思维，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与思想政

治课程同向同行，做到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达到“课

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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