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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探索

张　丹 1　卓　娅 2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江北区　400021）

摘　要：高职院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场所，同时承担着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格接班人的重大使命，肩

负着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职责。在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中，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对学生思想、道德、情感等教育之

外，课程思政教育也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在以能力为本位理念的引领之下，深入探索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构建路径，对

于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切实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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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main	places	for	the	country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d	complex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and	they	

also	undertake	the	major	mission	of	cultivating	qualified	successors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shoulde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education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addi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which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students’	ideological,	moral,	emotional	and	other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so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bility	based	concep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syste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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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我国社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进程不断加快，急需一大批敢于担当、干预作为的时代新人奋

勇向前。高职院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人才培养主阵地，随着高职院

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做好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塑

造尤为重要。在二零一六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

指出了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和整个

过程。随后二零二零年由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想建设指

导纲要》中提出，在全国高职院校中积极推广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

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在当代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作用 [1]。由此可见，

高职院校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主渠道对学生思

想、道德、情感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深入挖掘基础课程、专

业课程的育人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融合，实现专业知识传授

和价值引领的协同前进 [2]。基于此，在能力本位下构建课程思政评

价体系，充分发挥出课程评价的价值所在，从而全面提升高职院校

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性。

一、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不断优化评价内容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对象，涵盖了课程思政课教师“教”

以及学生“学”两个维度的内容。鉴于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的特

殊性，也决定了其评价内容需要全方位、多个维度的对教师素质提

升、学生全面发展以及课程开展进度做出评价，最终推进教师、学

生全方位发展以及综合能力增长 [3]。课程思政教学要求教师在掌握

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还需要时刻更新自身理论知识，在不断的自

我学习中获得能力发展，才能在专业知识传授中有效渗透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学生更易于理解接受枯燥的思政教育内容，引导学生树

立良好的价值理念，养成积极向上的道德品质。在这之前，教师需

要紧紧跟随社会快速变化趋势，不断推动自身能力发展，更好的胜

任教师岗位工作，基于以上内容来对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及教学

水平做出评价 [4]。同时，对于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评价结果，

需要及时通过合理、建设性、科学的方式反馈至教师，让教师充分

接受评价结果，对自身形成更加全面、客观的认知。除此之外，在

评价学生的过程中也需要改变以往过于单一的形式，将以往主要对

学生过往评价的模式，转变为对学生现在以及未来评价的模式，从

以往主要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模式，转变为对学生达到预期学习

目标过程性评价，真正意义实现五育并举，推动评价模式的全面转

变。

二、关注多方评价主体参与，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主体，实质也是课程性价的实施者，对

课程开展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课程良好健康发展，与课程及教

学有关的人员都应该参与到课程评价之中。突破以往课程评价体系

的局限性，不断扩大课程评价主体涉及范围，构建起多元化的课程

思政评价主体，从而对课程思政教学开展质量做出多元化、全面性

的评价，持续提升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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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为主体参与到课程评价中

教师位居教学工作的一线阵地，肩负着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

解疑答惑的重要职责。与此同时也是和学生面对面接触最为频繁的

群体，对学生需求最为了解，更全面的掌握学生学习期间出现的实

际问题，对于每次教学改革的成果和不足也更加了解 [5]。所以教师

相比于其他人员而言，能够为课程教学改革以及教学工作开展提供

最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建议。教师自身对待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态

度，直接影响到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课程改革能否按照计划实行、

课程改革是否和新时期需求相适应、课程改革是否能够得到预期目

标。因此，让教师参与到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使其作为教学评价

的主体参与到课程评价的全过程，有助于激发教师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的积极性，提高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理解，从而确保课程思政顺

利开展。

（二）学生为主体参与到课程评价中

以学生为评价主体对课程思政开展评价，有助于找到课程思

政教学目标与课程实施效果的一致性，寻找课程思政教学的不足之

处，为后续课程思政教学提供指导意见，不断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 [6]。同时，以学生为主体对课程思政进行评价，有助于推进学生

在评价课程思政效果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评价”，使课程评价成为

学生进行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激励的有效手段之

一，帮助学生养成终生学习意识及能力。

（三）用人单位为主体参与到课程评价中

以用人单位为主体的评价也属于一种社会评价形式，与课程

思政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具有紧密联系，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学习

期间受到课程思政教学的实际成效有着做出最终评价的权利。用人

单位对于学生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的评价情况，直接反映出了学生

的整体素养，也体现出了社会对于高职院校学生专业知识技能、思

想道德素养以及综合素质的全方位需求，最终也折射出高职院校课

程思政教学的具体需求和评价内容 [7]。

三、从能力本位出发，形成“知行合一”的综合评价方式

（一）对基础理论知识的评价考核

对于基础理论知识的评价考核，可以实行阶段式评价和期末

考试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要体现出现学生真实学习情况，另一方面

也要有助于教师找到教学中的问题，及时进行相应的优化，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 [8]。阶段式评价应该结合教学内容合理设置，教师可灵

活选择小组辩论、主题演讲、小论文写作等方式来进行。期末考试

主要考核学生基本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可以尝试通过网络途

径或者在小班中开展口试，最大限度避免作弊情况，减少笔试对纸

质资源的浪费。

（二）对能力素质的评价考核

能力素质考核是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重点内容，高

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高尚的道德品质、良好的思想情感以及历史使命感，也体现了课程

思政所具备的“立德树人”的功能 [9]。因此，高职院校可以结合各

个专业课程的特点，全面考虑在校学生个体情况，构建起大学生课

程思政实践考核档案，主要对大学生参与社会实际过程中的思想道

德素养以及践行能力做出评价。一方面需要对大学生课程思政理论

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实

际表现。以检验学生在接受系统性的课程思政教学后，在思想道德

素质方面有无提升，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是否具备积极向上的态度，

在面对各项活动时是否踊跃参与，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期间有无主

动承担职责，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是否具备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面对是非问题时有无准确的鉴别、判断能力，在面对各种诱惑时是

否能够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在学生的档案中设立多个栏目，包括

公益活动记录、诚信记录、社会实践记录、学风记录等。通过这种

评价方式，能够持续督促学生对自身行为进行规范，主动践行理论，

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目标。

（三）不断完善考核方法

考核方法主要指的是对于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检查

及教学质量评价。高职院校每间隔一段时间需要进行教学质量评价

工作，利用集体听课、学生座谈等形式，全方位评估课程思政教学

期间教师的课程教学质量、讲课水平等 [10]。同时高职院校可将教

师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和实际教学成效和教师自身职称评定、绩效奖

励挂钩，持续提高教师开展高质量课程思政教学的意愿。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能力为本位，全面构建起完善的评价体系，是

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和保证课程思政教学成效的

重要基础和关键性环节。因此需要始终以能力本位理念作为指导，

持续优化调整品评价内容，关注多方评价主体参与，构建多元化评

价体系，另外从能力本位出发，形成“知行合一”的综合评价方式，

从而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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