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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田　勇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建设，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有着高等教育课程思政思政建设

的共同之处，也有着高职院校的特殊之处。新疆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建设，要体现培养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实操能力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

挖掘适合于高职院校课程的思政元素，并与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式高度融合的思政元素切入点，探索出适合新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

设的教学和评价体系，为更好地推进新疆高职院校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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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新疆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毕业后主要从事于农业（种植业、林

业和牧业）、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等领域。

国家要继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国家 2035 年农业发

展战略目标，国家将需要大量的高质量人才，那么全国高职院校

的毕业生自然是先锋成员之一。

制造业在我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是主体，

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早在 2015 年，国务院就已经发布

的《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

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

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中

国制造 2025：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纲领 李玉梅；兰文飞；苗圩；

《军工文化》 2015-10-15）这三步的实现，要的是人才做支撑，

要的是技术工人做支撑，因此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学生的综合能

力水平素养对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进入新世纪，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有了巨大的提高，

特别是我国的服务业在 2000 年后迅猛发展，如何更为科学地、规

范地进行服务，服务领域从业人员服务意识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

都是摆在当今社会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在 2022 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44 万亿元，与 2021

年基本持平。”这说明了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更专业的

服务人才。这几年高职院校连年扩招，除了高中毕业生和对口升

学的学生之外，还招收了社会生源，比如现在大家熟知的扩招班

社会考生，这些社会考生到高职院校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自

身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技能，从而获得专科学历。连续多年的扩

招给新疆各高职院校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挑战。

怎么样将如此大量的学生培养成合格的高技能人才，助力于地方

社会发展，新疆各高职院校就需要通过课程思政建设来解决出现

的新问题。总览课程思政建设整个大环境，挖掘高职院校课程的

思政元素，将这些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课程教学，学生也更易消

化吸收，以提升学生的素养，更多地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满足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国家社会要求的学生。

高职院校不同于本科院校，有着自身鲜明的职业特点，高职

院校学制一般为三年，少于本科院校的四年，受教育者接受在校

学习的时间较短。加之学生整体素质相对不足，他们更愿意在三

年的学习生涯结束后直接就业，很少选择继续进修深造。因此，

高职院校就面临着人才培养周期短，“为党育才，为国育人”工

作的强度和难度更大，课程思政建设也更有必要性。

笔者所在的高职院校自 2019 年开始推行课程思政育人工作，

无论是专业课还是公共课都要求融入思政元素，分阶段、分步骤

地制定了相关制度，下发文件要求每位教师撰写了课程思政育人

教学标准、课程思政育人教学活动设计方案、课程思政育人教学

活动总结报告等指导性材料，与之前的课前五分钟进行了有效衔

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预期，但需要改进的地方仍有很多。

二、新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的大力提倡下，新疆高职院校经过近四年得探索，已

经进入发展黄金期。各高职院校尽管开始了课程思政育人的建设，

课时进展状况不尽人意，主要是进展仍比较缓慢。

（一）部分新疆高职院校不够重视“课程思政”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我国的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培养工作中的“育人工作”又是自身建设的

生命线。“课程思政”的革新是当下我国高职院校有力推进育人

工作新的尝试，高职院校重视“课程思政”建设的程度，“课程

思政”理念树立的高度是能不能正常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基

础。然而，新疆高职院校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因为对“课程思政”

的认识或多或少有差异，所以，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视程度

多多少少也有区别。

（二）部分新疆高职院校教师教育意识和教育管理能力不够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

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素质，师德为本”，这些充分说明了教

师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教师是学生的领路人，教师自身的德育意

识和德育水平能力决定着“课程思政”实施的效果，教师们只有

自身先对专业思政教育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才能在授课过程

中给学生传递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者和践行者。学校里讲授专

业知识的教师和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行政人员、辅导员、

班主任、秘书的性质和侧重有一定区别。在课堂教学中，高职院

校专业课教师是通过课堂的知识点潜移默化地渗透思政元素，从

而对学生产生影响。但在近四年的“课程思政”建设中，部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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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仍然是只重视知识的讲解，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培养较为合

格的学生即可，对学生智力的开发，思想的引导，品德的养成等

仍缺乏一定的育人意识。 

（三）部分学生不能完全领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在新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有可塑性的、可控性

的学生是专业课教师进行教育影响的主要对象。专业课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深入的价值观教育，结

合当下社会发展的时事热点，用不断发展的视角去引导学生，全

面地激发学生的潜质。

三、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理念认知不到位，顶层设计缺少关注。

课程思政建设推进不到位，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

内部原因就是领导的理念缺乏一定的认知。课程思政建设推进的

速度缓慢，领导理念意识的不积极。课程思政是国家大力推行的

一个新的教学理念，在推进进程中势必会遇到困难和阻碍，推行、

开展的难度很大在开始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外部原因就在于复

杂的社会环境。这些都导致了改革的意识和行动略显迟缓。

另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各学院专业课教师对于课程思

政建设也存在一些误区，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教师自身的积极

性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第一，教师自身的积极性。现在有一部分

专业课教师认为，自己走上讲台，主要任务就是上课，把书本上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也能学到一些技能和技巧就完成了任务，

其他思想上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塑造的任务就全权交给班

主任、辅导员，自己也算是尽职尽责了。还有少部分教师认为在

课堂上融入了课程思政育人元素，会减少专业课的相关内容，过

多地融入思政元素学生也会有意见。教师们的这些片面认知直接

会导致冲淡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思想引领的作用，减弱高职院校课

程思政的开展力度。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目前，高职院校的

很多教师在看到很多同事评定职称、升职加薪，自己有了很大的

落差：自己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多年教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却不如其他同事，长期处于这种不平衡的心理，消极心

态越来越重。还有的教师觉得科研可以短期内出成绩，而育人的

周期较长，对个人发展来说帮助不大，由此淡化了育人职责。 

（二）部分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动力不足 

自 2020 年以来，受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疫情的影响，人

们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直接导致“课程思政”建

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一些错误思想在社会上得以传

播，使得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多时候知识落在了文件上、

口头传达上，在实际教学中落实不到位。高职院校的部分教师仅

把上课当成一项挣钱的工作，这也就弱化了育人责任。其次，新

疆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在开展过程中，有部分专业教师和领导出

现了畏难情绪，相关行政部门中的一部分人也出现了不作为，这

就拖慢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整体进度。最后，新疆高职院校部分教

师没有正确地认清自己的职责，没有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的长久

意义和价值。因而，各高职院校在实施课程思政时，首先要对教

师进行课程思政理念认同上的和与课程思政相关的培训探讨，达

成共识。目前新疆高职院校在这个方面的力度仍然不够，成效也

不太明显。 

（三）评价机制有效度不高

有效的评价机制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一环。它能有效管理

各部门的工作，能提升教师的自身素养和能力。同时，它也能进

行课程思政建设阶段性的效果监测，根据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进

行优化。 

目前新疆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还处于进一步探索阶段，

还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体系。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交流上还

比较少。“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也没有完善。评价体系是对学生

是否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素质人才的反馈，对专业课和思政课教师

提升教学效果，改进教学模式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现阶段

新疆各大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仍是不够完善的。

综上，新疆各高职院校为了更为有效地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笔者认为：课程思政的主阵地是课堂，而专业课教师想要更好地

融入课程思政，必然少不了思政课老师和辅导员的保驾护航，互

通有无，三者强强联合，不仅可以让专业课教师在保留自身课程

特点的同时，还能够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保持同向同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老百姓对教育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那就是既要保证公平，又要保证质量，这是人民的迫切

需求。时代越是向前发展，越是体现出知识的重要性，人才需求

的迫切性，由此，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新疆高职

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者，首先要毫无条件地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

业，热爱教育事业，都应该认真贯彻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基本

要求，规范和反省自身的言行，在社会上树立好良好的教师形象。

师德与师爱师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在思想上遵守师

德，在个体行为上体现师德，才能深深认识到进行课程思政建设

的紧迫性。只有通过教育教学实践，才能依靠自己的师德标准去

潜移默化熏陶每一位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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