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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优秀案例分析
——以《全国导游基础知识》课程为例

贾　桢 

（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阿勒泰 836500）

摘要：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

皮”问题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被明确提出。培养人才要育人和育才相统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彻教书育人的全过程，

解决好专业和思政“两张皮”问题，就要求教学团队深耕教学内容，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从团队建设、学情分析等方面下功夫，

本文以《全国导游基础知识》课程为例，详细介绍了该课程是如何建设成为一门校级课程思政优秀建设项目的经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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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协同育人的目的，

是现在很多专业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探索的方法和手段。2021 年春

季学期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了教学改革，要求所有在授课程

挖掘知识点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全国导游基

础知识》课程也在课程的第二次开设前期进行教学改革，现已初

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思政体系。下面我将就课程思政体

系建设是如何初步得到院领导和同事们认可的经验做详细介绍。

一、指导思想

为了达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目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必须抓

好课程思政建设，当下国内各级各类高校十分重视课程思政建设，

并进行了思政体系建设的各种探索。建设的课程思政内容应当注

重促进专业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深度融合，充分体现课程的

正确价值导向。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本着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两张皮”的现状，自收到学院的教学要求后课程本学期的主讲

教师便开始从团队建设、学情分析等方面下功夫，深耕教学内容，

进行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挖掘有效的课程思政元素，力争将思政

元素准确恰当地融入课堂教学。

二、课程基本情况

（一）课程性质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是一门实用启智、见景怡情的课程，

也是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课程。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建党以

来取得的成就、旅游、历史、诗词、资源等多方面知识，帮助他

们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领略名山大川、建筑园林。

既使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真正实现文旅融合！又极大

地培养了学生们对祖国文化的兴趣，强化学生们的爱国情操和中

华文化共同体意识。为日后增加讲解的内涵与品位，满足游客的

知识需求，更好地弘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与文化，担任文化的传

播者，帮助学生打好“文化大使”的基础。

（二）课程特点

1.《全国导游基础知识》课程思政资源丰富

课程内容像一部百科全书，包括丰富的历史学、建筑学和文

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每个知识点就是一门学科的发展简史，充分

展示了在历史舞台熠熠生辉的中国智慧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有利于学生强化对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认同。

2. 有很强的技术性

比如建筑、宗教、园林等内容，需要课程加强顶层设计，立

足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聚焦价值目标，有机融入我国

各项事业取得的瞩目成绩及其背后的好故事、行业变革趋势。核

心知识点蕴含的伟大思想，如在学习历史文化等内容时，则需要

了解当时世界的发展，取得各项科学技术成就所面对的艰难险阻

等。

三、教师队伍建设

（一）课程师资

一个优秀的教师团队是一门优秀课程的基础保障，《全国导

游基础知识》课程教学团队结构合理、力量雄厚，其中：

刘老师，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省级精品课程和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主持人；荣获黑龙江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

二等奖；2015 年全国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大赛三等奖；黑龙

江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一等奖；主编十三五规划教材 2 部，

发表论文 14 篇，主持参与课题 7 项。

贾老师，讲师，普通话导游，北京“研学旅行策划与管理”1+x

初级培训师，考评员，拥有 10 余年的工作经验，曾多次参与国家

级、自治区级教学评估及主持申报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优秀教

学团队工作，有丰富的教学改研究经验，课堂气氛活泼生动，能

准确把握学生的心理。

潘老师，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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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导游，为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教研室负责人，深入

了解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和核心课程标准，是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

设、实训室建设主要负责人。参加过全国旅游管理专业骨干教师

培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培训，赴黑龙江

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进行过半年专业学习，被评为优秀学员教师，

中国饭店协会“酒店运营管理”1+x 中级培训师，考评员。北京“研

学旅行策划与管理”1+x 初级培训师，考评员。2019 年参与黑龙

江农业经济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导游业务》网络课程资源制作。

2016 年代学生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管理专业中职组餐饮宴

会服务比赛荣获三等奖。2020 年指导学生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导游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多次随援疆

省市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教改经验。

李老师，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农业推广旅游方向硕士研究生，

普通话导游，有 7 年的旅游专业教学经验，有 4 年以上旅行社一

线工作经验，能够胜任全陪及地陪工作。2016 年，参加全国旅游

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培训；2018 年赴沈阳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专

业学习；2020 年赴重庆黔江区参加文化旅游的相关培训、考察；

2021 年北京“研学旅行策划与管理”1+x 初级培训师，考评员；

2016 年带学生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管理专业客房服务比赛

荣获三等奖；2018 年，参与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创建工作。拥有多

年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对行业的最新动态把握准确。

郑老师，毕业于新疆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中文导游，专业理

论知识扎实，职业技能技巧熟练，注重实效，善于反思，撰写过

本旅游专业领域的相关论文，已在中国知网发表，在课题方面也

曾参与过撰写、收集相关材料的工作。在专业授课领域擅长导游

词的创作、导游讲解技巧的培训及导游证考试强化，并擅长互动

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法）。现已有 6 年的从教工作经验，并拥

有三年的企业锻炼经历，2020 年获得“优秀教师”和“优秀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2019 年赴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专业

师资培训，并获得“优秀学员”教师荣誉称号。

（二）通过培训提高教学本领

老师们参加培训学习来达到丰富学识积累和提升内涵修养的

目的，并在学习过程中认真学习总结他人的经验方法，并结合《全

国导游基础知识》实际运用到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

（三）保持对时事的敏锐嗅觉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探月工程、载人航天工程、5G 技术……

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都是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五个认同”

的优质案例，也是课程思政的抓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实时切

入上述案例，既能帮助学生学习时事政治，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又能不破坏课程实施的完整性。

（四）灵活的应变能力

课程思政教学的思政元素切入点在上课前就已经挖掘完成，

但是在授课过程中，一些临时情况的改变会影响教学过程的实施，

所以老师要有应变能力，发现更优秀的思政元素。

四、方法与途径

（一）明确课程思政的德育目标

课程思政就是要坚持现行教育和隐形教育相统一，达到协同

育人的目的，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课程组教师一直在积

极探索《全国导游基础知识》的思政内容建设，学生对思政学习

不理解、重视程度不够等现象。本学期根据学院的教学要求，本

课程组教师团队深入研究课程内容，确立了基于家国情怀文化自

信、敬业守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课程内容讲次，挖掘了与授

课内容紧密结合的 32 个思政要素，并在授课过程中一一实施，效

果良好，切实帮助学生内化了价值认同。

（二）集体备课

团结就是力量，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所以在备课

过程中集体备课很重要，一定要集思广益。自学期初学院的课程

思政教学要求发布伊始，《全国导游基础知识》的主讲教师就经

常在一起探讨研究，深耕教学内容，大家都建言献策，积极研讨

合适的知识切入点和方式，力求课程思政融入的恰当自然。

（三）结合课程内容的特点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是一门具有普适性教育意义的提高人

文素养的课程，包含历史等丰富的基础文化知识。依据《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精神进行科学地课程思政教学体

系设计，当讲授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等时，在教学过程中

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担当起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讲述科技成就内

容时，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

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讲述农学

发展成就时，要在课程教学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四）因材施教 

在教学实施过程前，做好备学生功课，深入研究分析学情，

挖掘适合学生实际的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课程思政元素，避免假

大空。

以上就是《全国导游基础知识》课程思政建设的经验分享，

我们力争将《全国导游基础知识》建设成为一门课程思政的示范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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