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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思政协同育人模式构建路径研究
王占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北京 密云 101500）

摘要：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思政教育在高职院校教育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成为了高职院

校新的育人目标。高职院校要转变教师教学理念，培养教师协同育人理念，在各个专业课中渗透思政教育，立足本校办学特色，构建协

同育人新机制，融入“互联网 +”教育理念，打造协同育人信息化平台，把专业课教学、思政教育和职业道德培养融为一体，提升高职

院校大学生综合素养，为大学生顺利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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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各个高校要

充分积极运用课堂教学渗透思政教育，各个课程教师都要守好课

堂这块“责任田”，让思政教育和各类课程同向而行。这一理念

给高职院校育人带来了新的启示，当前高职思政教育还处在唱“独

角戏”的状态，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已经迫在眉睫。高职院校要积

极转变教师育人理念，鼓励各个课程教师主动在课堂教学中渗透

思政教育；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渗透协同育人理念；立足办学和

专业优势，打造特色协同育人特色模式；借助新媒体宣传协同育

人理念，让思政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和创业就业工作，让协同育人

成为高职院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高职院校构建思政协同育人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对协同育人机制认知不太全面

高职院校以智育和就业率为先，对思政教育重视度不够，

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和思政教师没有联合开展思政教育的意识，

教师们大都是“单打独斗”，忙于完成自己教学目标，对协同

育人理念了解较少。例如很多教师忙于专业课教学，关注学生

考试成绩和社会实习表现，辅导员则是忙于班级建设和学校各

项工作，教师们之间缺乏沟通，教师队伍对协同育人价值的认

知比较有限。

（二）协同育人机制缺乏科学管理平台

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一些高职院校开始推动思政

课堂改革，对理论课程进行优化，整合新的思政教育课程群，但

是忽略了思政教育和实践平台、专业课教学的衔接，缺乏专业化

协同育人平台。例如思政教师开发时政新闻、职业道德素养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素材融入教学中，并没有把协同育人和现有

线上教学平台融为一体，协同育人缺乏专业化管理平台，广大师

生对协同育人机制的认可度和参与性都不高。

（三）各个教师、各个课程之间协同力度不够

协同育人的核心是全员参与，而不是思政教师的“单打独斗”，

但是高职院校却把协同育人划归为思政教师的职责。专业课教师

忙于讲授专业技能，很少主动开展思政教育，没有挖掘相关工作

岗位职业道德素养，他们很少与思政教师进行沟通与合作。思政

教师则是专注于讲解教材知识点，没有结合所带班级专业开展思

政教育，思政教师对专业课教学了解比较有限。这些因素都说明

高职院校各个教师和各门课程之间的思政教育合作非常有限，影

响了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三、新时期高职院校构建协同育人机制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升高职思政教育育人效果

思政教育肩负着大学生“三观”教育的重担，也肩负着培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高职

院校要坚定不移贯彻“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理念，引导教师树

立协同育人理念，鼓励更多教师立足课程特点，让他们积极挖掘

思政教育素材，实现专业课和思政教育“无缝衔接”，让思政教

育引领课堂教学，实现“1+1 ＞ 2”的协同育人效果。

（二）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协同育人理念倡导的全员、全过程和全程教育，学校各个部

门、各个学科教师拧成一股绳，打出思政教育“组合拳”，开展“三

观教育”、青春教育和奋斗教育，为大学生全面讲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帮助大学生抵御互联网和西方一些不良思潮诱惑，督促

大学生学好专业课，让他们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工作，并积极组织

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

（三）有利于加快培养“四有人才”步伐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

纪律的“四有人才”是我国需要的人才，新时期人才不仅要具备

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还要具备崇高的道德素养。协同育

人可以为高职院校指明新时期人才培养路径，实现思政教育和职

业教育的齐头并进，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育人质量。

三、高职院校思政协同育人模式构建路径

（一）转变教师教学理念，组建协同育人团队

教师是协同育人模式的主要建设者，高职院校要积极转变教

师教学理念，组织教务处、学生处、各个系主任、各个专业教师

进行培训，讲解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各个部门和各个专业教师之

间的联系，开展联动思政教育。

例如学校可以举办协同育人座谈会，思政教师讲解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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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立德树人理念，教务处汇报各个专业教学情况和学校文化活动，

各个专业教师要汇报学生学习状态和成绩，辅导员要汇报学生生

活和学习情况，学生处可以汇报学生奖学金、就业指导等工作，

各个部门要群策群力，汇总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存在的问题，联

合制定育人方案。

例如针对大学生自主学习性不足、部分学生沉迷网络游戏和

不爱劳动等问题，学校各个部门可以联合组织交通志愿者和校园

清洁公益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公益岗位，体验基层劳动的辛劳，

端正大学生就业观和价值观，让他们体会职业不分贵贱的理念，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督促他们学好专业课，鼓励大学生勇敢追梦，

提升大学生奋斗精神。

（二）利用在线教育平台，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协同育人并不单纯是一句口号，高职院校还要积极搭建协

同育人平台，利用现有线上教学平台，搭建全新的协同育人平

台。

高职院校可以开设线上思政教育课程、社会实践审核和职

业道德素养模块，把思政教育和专业课教学、就业指导融为一

体。

思政教师可以立足本校优势专业，录制针对性线上教学课程，

例如“工匠精神”解读和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等专题课程，展示思政在大学生就业、社会实践

和生活中的运用，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

运紧密结合起来，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觉悟。

学校还可以开设社会实践模块，一方面是展示企业优秀大国

工匠工作视频，另一方面是鼓励学生积极申请兼职和社会实践岗

位，培养大学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和爱岗敬业精神，把思政教

育和职业道德培养衔接起来，落实协同育人理念。

高职院校要积极搭建协同育人平台，促进社会实践、职业教

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凸显出高职院校协同育人的特色，提升高

职院校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三）立足办学和专业特点，打造协同育人模式

高职院校可以针对不同系、不同专业特点，打造特色协同育

人机制，挑选各个专业骨干教师、思政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参与

协同育人工作。

例如理工类专业要立足“新工科”和智能制造理念，开发新

的协同育人模式，例如专业课教师、计算机教师和思政教师联合

制定“工匠精神”培育计划，结合我国优质纪录片《大国工匠》，

带领学生学习各个领域大国工匠，从基层的电力维修工、电焊工

等岗位，再到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焊工和工程师，展现新时期大

国工匠风采，督促学生向这些大国工匠学习，培养学生一丝不苟、

勇于开拓创新的职业精神。

人文类专业则是由思政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开展“文化自信”

协同育人活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带领学生学习古诗词、

国学经典和长征红色文化，激起大学生爱国情，培养大学生文化

和政治认同感。高职院校要鼓励思政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积极合作，

立足专业特点制定特色协同育人计划，融入跨专业、跨学科理念，

发挥出协同育人机制的优势。

（四）开辟新媒体宣传渠道，优化校园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要利用好校园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等新

媒体，进一步宣传协同育人理念，提升本校师生对思政教育的重视，

督促他们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

例如学校可以组织国家安全教育讲座，讲述中国共产党建党

历史、我国国防事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教育，为大学生讲解我党带

领中国人民奋斗历史，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和谐社

会和新农村建设，让大学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担，让学生积极

参与到支教、基层农村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中，全面提升大学生

政治认同感，让学生更加拥护党的领导，鼓励更多有志青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高校还可以定期在官方微博推送时事政治新闻，例如大学生

就业、大学生支教和大学生科研团队奋斗历史等，展现大学生道

德榜样，鼓励学生积极投身到专业课学习中，鼓励大学生书写奋

斗青春，积极回报祖国。

青年大学生是中国梦主要建设者，学校可以在微博中推送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事迹，介绍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爱国情和奋

斗精神，激励大学生投身科研事业、加入创新创业潮流，继承先

辈的奋斗精神，自觉承担起建设中国梦的重担，展现当代大学生

的使命与担当。

四、结语

高职院校要高举“协同育人”大旗，加快思政教育和专业课

教学、社会实践和职业精神培育的融合，借助“互联网+”教育理念，

打造信息化协同育人平台，加强学校部门联动，号召全体教师参

与到思政教育中，立足各个专业课特点，渗透思政教育，运用新

媒体宣传协同育人理念，打造全新的协同育人模式，提升高职大

学生综合素养，为新时期中国梦建设输送更多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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