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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思政课体系
刘森昆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培养人才的使命。同时，

高等职业教育也是我国职业教育中的最高教育。然而，一直以来，思政教育作为高职教育的短板，在以就业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机制下，

如何立足高职学生实际、使思政课既符合学生的专业学习内容、又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彰显该门课程教学与

育人的最大价值，使其真正为学生的就业服务成为了摆在学校与教师面前的一座大山。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思政课

体系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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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职业适

应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

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

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

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

标，也是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出的总要求。在这一背景下，

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主导作用与核心价值愈加明显。因此，思

政课程的体系建设也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着眼于学生就业与

综合素质提升上。

例如，就业背景下的思政学科所涉及到思想政治素养、团队

协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工匠精神、吃苦耐劳、意志品质等内容，

与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谋而合，而这些内容也正是以就业为导向

的思政课程体系建设的出发点与最终的价值诉求。当前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已由知识本位走向职业素养本位或人格本位，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中，我为学生引入了企

业职业道德要求与团队协作沟通能力的实践训练，不仅可以扭转

学生对思政学习的一贯认知，还能让他们与知识产生共鸣，提升

学生的服务意识、敬业意识，培养其职业适应能力，让理论教学

真正落地。

二、设计“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职业发

展能力

高职教育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

的独立意识、自律意识较强，在这一时期，学生们也整体表现出

对知识学习与就业技能学习的强烈好奇心，为此，在“以就业为

导向”的思政课程体系的教学内容设计中，我们要以学生的专业

内容为立足点，融入时代特色、行业整体动态、社会热点等内容，

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位、职业发展为目标，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结合中，培养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例如，在“思修与法基”的课程内容设计中，我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了设计：①社会适应性培养：职业生涯规划、专业

素养、团队协作与人际交往；②道德水平培养：生理健康与心理

健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③法治思维培养：模拟法庭、案例

分析；④就业能力培养：社会调研、专题报告等。在模块化教学

中，从学生的就业到职业发展，将整个教学内容划分为不同的模

块，以任务驱动与项目教学的开展形式，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

自身体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三、创新“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职业创

新能力

教学方法要以教学内容为依据，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才能

真正实现培养学生职业创新能力的目标。而创新能力也是就业能

力的关键。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社会对教育教学提出的要求，也是

高职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为培养学生的职业创新能力，我们可以

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首先，在理论教学中，贯穿时事热点，加

深学生对概念性知识的理解。在实践教学中，以案例教学为主，

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教学资源，引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与欲望；

其次，在校内实践中，我们可以开展就业指导与培训、职业生涯

教育、职业宣讲、道德法庭等活动，提升学生知识学习的体验感，

增强学生对职业的适应能力；在校外实践中，依据各专业的不同

性质，与专业实习部门取得联系，相互合作，帮助学生明确职业

目标与职业发展规划，锻炼学生的心理品质。

其实，培养学生的职业创新能力关键在于，从课程体系规划、

完善教学方式、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内容中，培养他们敢于

面对困难与迎接挑战的心理品质。例如，在旅游专业的思政课程

教学中，我首先对旅游专业的战略定位与其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

献进行了分析，坚定学生的专业学习信念；其次，为学生讲解了

旅游行业涌现的大量优秀人物事迹，如“全国优秀导游员”张灏、

“驴妈妈”旅游网创始人洪清华，引导学生学习他们把握时代脉

搏的进取、坚持与创业精神，逐步引导旅游专业学生根据自身感

兴趣的点选择择业目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摸索前进、不断提升、

不断创新，做到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就业为导向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时代特征，基于此，高职院校思政课程的体系建设，也要把握时

代脉搏，发挥其独特的教育优势，主动承担提升学生道德水平、

职业素质与就业能力的重任，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与社会发展中逐

步探索出一条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素养与促进就业兼备的课程教

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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