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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职业教育工作日渐完善的当下，	“三全育人”教育原则渗透到了中职教育工作各个层面当中。本文将针对“三全育人”

内涵以及“三全育人”背景下中职历史课程育人意义进行详细分析，其目的是研究出“三全育人”背景下中职历史课程育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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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educational	principle	of	"three	all-around	education"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level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will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ree	Holds	Educ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curriculum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Holds	Education".	Its	purpose	is	to	study	the	education	strategy	of	

history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Hold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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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年的时间考验，“三全育人”教育原则展现出了前所未

有的优越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事业转折阶段的当下，必须要

深入挖掘	“三全育人”教育的优势，将其渗透到中职历史课程教育

体系当中，促进中职育人模式优化创新。“三全育人”最早提出是

2016 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当中明确提出“要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19 年习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当中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挖

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自此之后，我国职业教育纷纷开展了“三全育人”，

通过“三全育人”不断发展，将德育教育渗透到了各个学科当中，

掀起了课程思政教育潮流，切实为职业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强大发

展契机。

1、“三全育人”内涵分析

所谓的“三全育人”，便是“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当中，明确对“三全育人”内涵提出了要求。

当前“三全育人”已经成为教育领域最为先进的指引观念，在中职

历史教学工作当中持续深入渗透。“三全育人”已经成为中职历史

课程教育的整体目标，在实际开展历史课程教育当中，在“三全育

人”的引领下，历史教学工作会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

结合历史课程教学工作目标要求，实现中职育人教学工作发展。其

一，针对“全员育人”来说，中职历史教学工作的最终目标，便是

培养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接班，将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历

史知识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们可以将其贯彻到学生生活、学习、工

作的各个角度当中。全员育人要求中职院校所有任课教师、党政管

理者、服务人员、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德育知识学习、课程思政教

育工作当中，在全体人员参与的基础上，营造出良好的课程思政教

育氛围。其二，针对“全程育人”来说，便是在中职历史课程思政

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可持续、全程化开展德育教育。结合历史课程

思政教学要求、历史知识教学内容，实现课程教学改革，促进育人

教育发展。其三，针对“全方位育人”来说，便是必须要注重中职

历史教学工作课程思政教育工作的全方位性。严格按照“三全育人”

的要求，切实将课程思政教育工作贯彻到历史教育工作的每个环节

当中，无论是日常课堂教学还是课后实践，都应该积极贯彻“三全

育人”原则，真正为学生们提供热切、积极的德育学习氛围。

2、“三全育人”背景下中职历史课程育人意义

2.1、实现了“显性”与“隐性”教育结合

2019 年习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当中强调“要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所以，在“三

全育人”背景之下，想要真正实现“三全育人”目标，就应该实现

“显性”与“隐性”教育结合。从客观角度上来看，针对中职院校

教学实际情况来看，“三全育人”的显性教育，便是以“思政课程”

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课程思政”则是隐性教育内容。

高质量开展中职历史课程育人，能够真正将德育教育内容与历史教

学资源紧密结合，让学生们在喜闻乐见的历史知识、历史故事之下，

感受到我国从古至今的主流价值观念，将“仁义礼智信”思维融入

到学生们的思维认识当中，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树立起健

康、正确的未来发展方向，感受自古以来我国的正确思想认知。通

过中职历史课程育人模式深入发展，真正将显性思政课程与隐性中

职历史课程育人结合，实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激发起学生们

对正确思想价值的认同感。

2.2、贯彻了“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三全育人”背景下，最为核心的育人目标便是“立德树人”，

正所谓“人无德不立”，中职历史教学工作最根本的目标，便是培

养德才兼备的高质量人才，所以“三全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中

职院校承担着为社会提供专业技术人才的责任，在开展中职历史教

学的过程中，应该承担起文化课的教学价值，积极向大学生传递历

史基础知识，并且结合中职历史学科自身特点，通过历史故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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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史实、历史典故，让学生们感受到中职历史课堂当中蕴含德育思

想和人文内涵。针对中职历史教学特点来看，历史学科注重“以史

为鉴”，强调学生们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感受正确、积极向

上的德育思想内容，做好中职历史课程思政育人工作，可以结合学

生们的特点、学生们的喜好，践行“立德树人”目标，有针对性的

在历史课堂当中营造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氛围下，将

学校范围和学科范围的育人目标结合，实现历史课程教育资源整合、

教育工作协同，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2.3、培育了德才兼备职业人才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战略转折点，想要真正实现“两

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就应该大力培育适应社会未来发展、德才兼

备的人才。从客观角度上来看，中职院校历史教学作为文化课内容，

承担着强化学生们人文素质、提升学生德育素养的责任。在“三全

育人”工作积极引领下，科学事实下中职历史课程育人工作们，可

以真正转变传统刻板、单一知识灌输式的思政课程模式，将思政教

育内容与中职历史内容紧密契合，从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层次保持

高度一致，真正展现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的育人理念，让学生们在

学习中职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观念思想。在中职历史

育人体系当中贯彻“全程”、“全方位”育人，还能够结合每个学生

的特点以及喜好，契合学生们认知特点，将学生们喜文乐见的教学

模式引入，引导学生们可以积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通过

历史典故和中民族发展史，持续强化学生文化自信、明确政治站位，

引导学生们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让学生们成为德才兼备

人才。

3、“三全育人”背景下中职历史课程育人策略

3.1、践行“三全育人”，制定中职历史课程育人目标

在“三全育人”背景之下，中职历史教学工作应该重新构建

教学目标，转变传统单一知识传授的教学目标，注重德育知识渗透，

并且要结合不同专业学生们的实际情况，积极渗透职业道德教育内

容。结合中职教育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引入课程思政内容，制

定出不同的教学目标，实现历史知识与德育教育知识相互渗透，重

新构建中职历史课程专业目标。积极将团结协作、爱岗结业、职业

道德、政治意识、文化意识、民族自豪感等诸多德育层次的内容引

入到中职历史教学目标当中，切实贯彻全方位育人。例如，在学习“中

华文化的世界意义”时，教学目标应该从两个层面进行制定。其一，

历史知识与技能素养目标。①要让学生在时空框架下了解中外文化

交流的路径与方式，落实时空观念核心素养 ；②通过对历史材料的

解读，知道佛教中国化的影响，培养学生历史文献的解读能力，培

育史学素养，最终培养其“历史解释”和“史料实证”核心素养 ；

③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同学们能够从人类文明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

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不断汲取新的因素、创新发展的历程，探讨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其二，课程思政育人目标。①观古识今，认

识到自己肩负的传承优秀文化，投身世界文明交流与发展的时代使

命；②构建学生工匠意识以爱岗敬业意识，端正学生们的职业道德。

③强化学生民族自豪感，让学生们在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基础上，

具备浓厚的家国情怀。④增强学生角色意识，锻炼学生们抗压能力，

让学生们成为吃苦耐劳、遵纪守法，成为新时代德才兼备、承担社

会发展的人才。

3.2、挖掘课程思政教育资源，提升中职历史课程育人效率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当中明

确提出了挖掘学科当中课程思政教育元素的重要性，从客观角度上

来看，中职历史课程是中职教育体系当中最为关键的教育内容，贯

穿了中职教育工作始终。为此，在开展中职历史课程育人时，必须

要结合中职学生实际情况的来看，循序渐进的强化中职学生们德育

水平和历史素养。教师应该深入挖掘中职历史教学当中课程思政内

涵，并且将其深入贯彻到课堂当中，引导学生们对课程思政元素进

行辩论和分析，让学生们在自主自觉分析探究的过程中，强化自身

德育素养。例如，在学习“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时，应该深入挖掘历史教材当中的德育教育内容，引导学生运用唯

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时空框架下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巨

大成就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按时序展开陈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且理清时空关系，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是怎样一步 - 步发展起来的，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时空

现念。此外，教师还应该注重挖掘历史课堂当中的家国情怀因素，

通学生们搜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重要时刻照片”的方式，让学

生们通过搜集、自主分析的方式，自主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

势和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改变。真正让学生们参与到德育教育探究和

自主分析学习当中，帮助学生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3.3、持续优化课程思政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在当前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持续发展的当下，学生们思维日

渐活跃，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很难带动起广大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为此，想要优化中职历史课程育人模式，就应该

创新原本的教学方法，将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法引入到课程

教学当中，帮助学生们在强化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树立起正确的思

想价值观念。教师应该在历史课程思政观念之下，对历史知识当中

的德育因素进行挖掘，科学合理的引入到课堂教学当中。让学生们

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潜移默化的强化自身德育水平，树立起

正确思想价值观念。此外，教师还应该结合当前学生们的喜好，将

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教学模式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例如，借助“小

组合作学习、情境创设教学、信息化教学、实践活动”等创新化的

教学模式，带动起学生们学习课程思政知识的积极性，让学生们在

创新、趣味、新颖的教学模式下，带动起学习德育知识的积极性。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三全育人”背景下中职历史课程育人实施意义重

大，不仅可以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结合，还能够贯彻“立

德树人”教育目标，培育德才兼备职业人才。中职历史课程作为中

职教学模式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应该展现出自身育人价值，

在开展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增强学生们的文学素养，让学生们通过

历史故事、历史典故了解其中的德育内核，强化学生们的思想认知

与德育涵养，为学生日后稳定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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