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6

Vol. 4 No. 9 2022

Education Forum

课程教学

网络时代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实施现状与对策研究
邵　晓

（海军士官学校，安徽 蚌埠 233012）

摘要：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育人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构建“三全育人”格局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提升职业院校育人质量。职业

院校要积极推进思政教育和专业课教学深度融合，解决当前职业教育困局，挖掘专业课中蕴含的思维元素，做好课程思政顶层设计，积

极打造网络思政教育平台，让思政教育真正“进课程”“进大脑”，组织课程思政培训，提升教师个人政治觉悟，让时政新闻融入课堂，

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开展多元化劳动教育，全面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提升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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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要积极贯彻课程思政理念，把职业教育和思政教育

衔接起来，抓好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打造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

育人新格局，渗透工匠精神、传统文化和时政新闻等融入教学中，

进一步提升学生道德素养，为培养工匠型技能人才做好准备。职

业院校教师要积极学习课程思政理念，提升个人政治素养和信息

化素养，立足“互联网 +”教育理念，端正学生对网络文化态度，

筑牢学生思想意识形态防线，积极搭建网络思政教育平台，拓宽

课程思政教育渠道，让思政教育融入各门专业课，关注国家社会

热点新闻，弘扬社会正能量，让学生接受美好品德熏陶，进一步

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一、网络时代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实施现状  

（一）多元文化对课程思政实施造成了冲击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网络游戏、短视频和追星文

化等对职业院校学生三观造成了冲击，多元文化对职业院校课程

思政建设也带来了一些障碍。例如部分学生出现了沉迷网络游戏、

盲目追星和刷短视频等问题，甚至出现了沉迷享乐、盲目攀比和

社交障碍等问题，对学生道德素养造成了冲击，不利于学生身心

健康。此外，多元文化还影响了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例如很多学

生开始追捧“洋节日”、个人英雄主义，对传统文化认同感不强，

缺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性，影响了课程思政实施进度。

（二）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不太合理 

很多职业院校把技能教育放在首位，课程思政建设所占比重

比较低，缺乏系统性课程思政规划，缺乏科学化顶层设计，影响

了专业课和思政教育的融合，没有营造良好的课程思政氛围。例

如有的学校把课程思政建设责任划归到思政教研室，忽略了组织

专业课教师学习课程思政理念，对“三全育人”理念贯彻不太彻底，

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力度。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中没有把课程

思政和教师奖励制度衔接起来，影响了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

积极性。

（三）学生对课程思政不太重视  

随着近几年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职业院校学生把就业放在首

位，忙于职业技能训练，对学校课程思政建设不太感兴趣，缺乏

思政学习积极性，不太愿意参与学校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不利

于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培养。部分职业院校学生学习习惯不佳，存

在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问题，缺乏学习自主性和社会责任感，

不太关注社会热点新闻，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比较肤浅，不太配合

专业课教师思政教育活动，这给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四）课程思政缺少网络化平台  

互联网时代下，微信、微博和抖音等已经成为职业院校学生

最主要的社交手段、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价值观、就业观和交友观，但是学校却忽略了运用互联网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例如很多职业院校专业

课教师只是简单渗透职业道德素养、工匠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

忽略了利用学校线上教学平台、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 APP 等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导致课程思政脱离学生生活，影响了课程思政建

设进度。

二、网络技术在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实施中的优势  

（一）有利于促进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实施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场“持久战”，既要深入挖掘专业课中

蕴含的思政素材，构建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体系，明确课程思

政建设路径、专业课教师职责和网络思政教育渠道，确保职业院

校课程思政建设顺利推进。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学习线上教学

APP、短视频 APP 和微课等信息技术，运用互联网促进课程思政

建设，把课程思政真正延伸到专业课教学和学生生活中，拓宽课

程思政教育渠道，加快落实“三全育人”理念，提升专业课教学

质量。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素养是企业招聘人才重要标准，也是学生就业的重

要保障，因此，职业院校要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运用互联网

搜集相关就业信息，围绕就业导向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运用互

联网渗透课程思政理念，从而提升职业院校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例如教师可以搜集互联网《大国工匠》纪录片片段，并把纪录片

通过微博、微信、线上教学平台等网络渠道推送给学生，让学生

尽快接受并参与课程思政建设，让他们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提

升个人职业道德素养，为未来就业奠定扎实基础。

（三）有利于增强学生政治认同感  

职业院校学生缺乏社会阅历，对互联网的双面性认识还不太

深刻，只是把互联网当做了解信息、休闲娱乐的平台，忽略了利

用互联网了解时政新闻，课程思政可以扭转他们对互联网态度，

引导学生利用互联网关注国内外局势，从而增强学生政治认同感

和社会责任感。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要积极构建网络课程思政平

台，利用好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和 QQ 群等平台，全方位渗透

课程思政，随时随地向学生推送课程思政相关内容，例如卫国戍

边英雄先进事迹、抗美援朝志愿军精神等，引导学生关注时事，

让他们树立爱党爱国坚定信念。

（四）有利于提升职业院校育人质量  

职业院校是我国培育技能人才的重要摇篮，要积极贯彻立德

树人教育理念，挖掘各个专业、各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素材，

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求，以培养中国梦建设者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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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网络技术构建全新的课程思政建设格局，提升职业院校教学

和育人质量。例如教师可以积极浏览 MOOC 平台课程思政建设相

关视频，提升个人政治觉悟，借鉴其他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

经验，不断完善提升自身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打造“专业 + 思政”

的育人新格局。

三、网络时代下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实施对策  

（一）挖掘专业课思政元素，完善学校顶层设计  

职业院校要立足各个专业特点，组织各个专业教师进行研讨

会，挖掘各门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

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角色、工

作职责和奖励机制。首先，专业课教师要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

素材，围绕这些新素材制作微课、课堂教学方案和社会实践活动

等目标，把课程思政延伸到这些环境中，让学生沐浴在浓郁的思

政教育氛围中。例如通信工程类专业教师可以把我国 5G 技术作为

课程思政切入点，搜集我国 5G 技术研发历史以及年轻一代通信工

程人才作出的贡献，真正把专业课教学和课程思政建设衔接起来。

其次，教师可以播放 5G 技术科研成果短片，介绍 5G 技术网速、

视频传输率、画面分辨率等专业数据，介绍 5G 信号基站建设标准

以及我国 5G 技术普及等，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我国 5G 技术艰辛科

研之路，打破了国外通信技术垄断，有利于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搜集 5G 技术相关新闻、视频，让他

们了解祖国通信技术的飞速崛起，同时让他们了解科研人员坚持

不懈、日复一日坚持实验的科研精神，同时还可以渗透爱国主义

教育，激励学生学好专业课，让他们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二）拓展课程思政渠道，提升专业课育人质量  

专业课教师要积极开辟多元化课程思政建设渠道，协调好课

堂、课外拓展实践和线上教学之间的关系，营造浓郁的课程思政

育人氛围，陶冶学生道德情操。首先，教师要利用好校内线上教

学平台，找准专业课和课程思政衔接点，录制“专业 + 思政”教

学视频，并搜集相关案例，并及时把这些视频分享到线上教学平台，

让学生一边学习专业，一边接受思政教学，方便学生随时下载课

程思政视频，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质量。此外，教师还可以和学生

进行线上互动，例如解答学生对职业道德素养的相关问题、对职

业规划相关问题，并搜集学生对线上课程思政教学的建议，不断

完善网络课程思政教育方式和内容，让他们也积极参与到网络课

程思政平台建设中。其次，专业课教师可以运用班级微信群和 QQ

群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从职业院校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环保教育、

网络文明教育和工匠精神培育等角度入手，不定期向学生推送课

程思政相关信息，实现课程思政和专业课教学的双赢。例如教师

可以针对互联网言论自由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剪辑经典互联网相

关案例，讲解我国互联网言论自由、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相关法律

规定，让学生明确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督促学生遵守网络文明

公约，进一步提升职业院校专业教学质量。

（三）加强教师课程思政培训，提升教师政治素养  

职业院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一方面要积极组织各个

专业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培训，系统性讲解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等

理念，重点讲解专业课教学和课程思政的衔接，明确课程思政建

设难点和有效建设路径，鼓励本校专业课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思政

建设。另一方面，学校要把课程思政纳入教师绩效考核、晋升评

优等工作中，以此来督促每一位教师都积极参与课程政建设，让

这一理念真正渗透进各个专业教学中。第一，学校可以定期举办

课程思政培训，详细讲解三全育人实施过程、与专业课衔接等教

学技巧，并分享本校优秀教师课程思政教育案例，为教师们树立

良好榜样，新一步提升教师个人政治素养。第二，各个专业教研

室要定期举办课程思政研讨会，组织本专业教师学习“四有好教

师”、三全育人、工匠精神和立德树人等理念，为课程思政建设

奠定良好基础，提升本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四）融入热点时政新闻，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 

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事，把时政新闻

作为课程思政建设亮点，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进一步

增强学生政治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观看

卫国戍边英雄事迹，让学生了解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

王焯冉英勇抗击外军的感人故事，让学生真正了解和平年代下默

默驻守边境的戍边战士，激发他们家国情怀。团长祁发宝率领战

士们英勇抵抗外军，身受重伤，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

冉英勇营救团长，并誓死捍卫边境线，他们四人用生命捍卫了祖

国领土，把青春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习戍边

英雄精神，自觉维护祖国利益，时刻把祖国记在心间，坚决不做

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鼓励学

生树立报效祖国、回报社会的远大志向，进一步增强学生社会责

任感。

（五）积极渗透劳动教育，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院校学生缺乏劳动积极性和吃苦耐劳精神，专业课教师

要积极渗透劳动教育，端正学生劳动价值观，培养学生吃苦耐劳

精神，进一步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例如通信工程类专业实践

性强，涉及很多户外作业，工作环境也较为艰苦，教师可以结合

专业特点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积极渗透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爱

岗敬业和吃苦耐劳精神。教师可以播放通信类企业户外作业视频，

让他们了解 5G 基站户外施工、通信线路检测与维修以及信号塔调

试等实训流程，让他们提前了解岗位技能，更要让他们向企业师

傅学习，发挥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积极参与通信工程实训与

社会实践，认真完成每一项户外实训项目，尊重他人劳动果实，

提升个人劳动技能。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劳动公益活动，例如

组织校园垃圾分类活动，让学生对校园教学楼、宿舍和食堂等垃

圾桶进行清洗，并进行垃圾分类，同时还可以让学生体验食堂洗菜、

擦洗桌椅、清洗餐具等劳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进一步提

升学生劳动技能，全面提升职业院校课程思政育人质量。

四、结语  

职业院校要积极促进专业课教学和课程思政的融合，运用互

联网技术开辟课程思政新渠道，缓解学生网络成瘾问题，围绕专

业课蕴含的思政素材制定教学方案，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让

每一位专业课教师都参与到课程思政建设中，把职业道德素养、

时政新闻、网络法治教育和劳动教育等打造为课程思政建设亮点，

提升职业院校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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