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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职思政教育创新路径探讨
杨经葵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福建　厦门　361002）

【摘　要】思政教育是中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中职人才培养效果的关键性要素。中职教育对

象因为年龄偏低，思政教育尤为重要。当前中职思政教育仍然存在着对中职思政教育特点把握不够、对教育内

容整合力度不够以及思政教育方法亟需更新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中职思政教育效果的发挥，因此，

要通过理念创新，切实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工作；通过手段创新，丰富思政教育表达形式；通过内容创新，增强

思政教育的吸引力；通过考核创新，客观评价思政教育效果，推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中职教育；思政教育

Discussion on innovativ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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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affect the effec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key elements. Because of the low ag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uch a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ck of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urgent updating of educational methods.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restricts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refore,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idea innovation. Through 
means innovation, en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pression form; Enhance the attra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content innovation; Through examination and innovation, we can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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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每一

个教育阶段都要抓好思政教育，中职教育也不例外。中

职教育要培养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的劳动者，

而且在受教育阶段年龄还不大，这一阶段的教育对于学

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从当前来看，各个学校都在

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但具体落实起

来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思政教育

效能的释放，从而影响到了人们对思政教育重要性的认

识。因此，要全面地梳理中职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全

面把握思政教育在内容整合、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再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从观念上高度重视，

持续推进教育手段创新、内容创新以及考核创新，方能

实现中职思政教育的健康发展。 

1 新时代中职思政教育的背景及其重要性

中职思政教育面临着全新的时代背景与教育任务，

当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技能型人才时，职业教育

发展迎来了机遇，中职教育需要创新性开展。思政教育

对于学生的培养、中职院校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获得高度的重视。

1.1 中职思政教育面临的新背景

在新时代，中职思政教育也面临着全新的发展背景。

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各行各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等的需求增加 [1]，这正是职业教育要培养的人

才。因此，包括中职教育在内的职业教育迎来了大好的

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与

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度契合的，从学生求职就

业及未来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职教育处于理想的发

展阶段。从国家的政策来看，近年来对中职教育的资源

投入大幅度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应地对中之人才培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都要大幅度地

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压在中职教育身上的胆子在加

重，中之人才培养质量也需要一个新的飞跃。在这样的

背景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机遇与挑

战并存形成中职思政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1.2 新时代中职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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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职思政教育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升，关系到中职教育的发展，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实现。从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来看，中职教育是要

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未来这些学生会进入到各行各业

并在第一线工作，能否适应行业发展需求、是否具备

岗位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是关键性因素。而技能

和素质是全方位的，思政教育则是促进学生全面、健

康成长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之一。在校期间，学校不仅

要重视学生技能的培养，还要重视学生的思想状况，

从一开始就打下良好的身心基础。从中职教育整体的

发展角度来看，中职教育存在的意义在于其迎合了部

分社会需求，这也就意味着中职教育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其培养的人才契合了当下某些行业和领域对技

能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思政教育的发展在直接推动

中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为中职教育创

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中职教育可以为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为我国制造业等行业的

竞争力提升储备人才。因此，中职思政教育是与学生

个人成长、学校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关的事项。

2 中职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

中职思政教育与学校发展、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当前中职思政教育面临着对思政教育特点把握不够、

对教育内容整合力较弱以及教育方法亟待更新等问题

与挑战。这些问题与挑战反映了中职思政教育的发展

阶段，目前正处于迫切需要迎难而上，需要一个大的

突破的阶段。

2.1 对中职思政教育特点把握不够

中职教育是服务于我国生产性劳动力的主要部分，

也是提高国民高技能素养的基础教育。[2] 中职教育阶

段学生的年龄还比较小，学生并未完全成熟，正处于

世界观、人生观等待定型的阶段，如果没有正确的引

导，可能在价值观上产生偏差。另外，由于历史与现

实的原因，中职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社会普

遍对中职生评价偏低，会有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会去

中职院校读书等刻板认识。这些问题无论是对于中职

生还是对于中职院校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中职院校

学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要应对好这些挑战，就要直

面这些问题，通过思政教育来正面地引导着学生树立

对自身的正确看法，并且引导着学生树立对待他人、

对待学校、对待社会等的正确态度。思政教育不是可

有可无的，而是与学生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的教育活

动，对中职思政教育特点把握不够、对任务认识不清，

会导致教育活动缺乏针对性，从而导致效果不够明显。

2.2 对教育内容整理力较弱

我们置身于一个网络化的时代，一方面人们可以

便捷地获取信息，各行各业也因此而受益。但同时也

会造成信息的过载，比如，学生每天会从不同的渠道

接触到铺天盖地的信息，这些信息良莠不齐，会对学

生造成不小的冲击。[3] 对于思政课教师来讲，在这个

时代能够利用的资源是更为丰富了，这是有利的一面。

同样，不利的一面在于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内容加以整

合，并传递给学生形成一个调整。教师能够接触到的

信息，基本上学生个人也能接触到。教师对教学资源

的整合能力就凸显出来了。比如，我们都知道要将时

事整合到教学中，学生对于刚刚发生的大事比较关注，

也更有兴趣，但如何进行讲解，如何与教学内容结合

起来，如何引导着学生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就是一个

挑战。此外，思政课可以运用的材料越来越多，但纷

繁复杂的内容如果不加挑选、无序地传递给学生，可

能会适得其反。必须挑出其中与思政课密切相关的，

且以适宜的形式展现有条理且生动的展现出来。

2.3 思政教育方法亟待更新

中职思政教育还面临着教育方法亟待更新的问

题。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讲、学生听是基本状态，

尽管中职学生部分内容是在实验室等空间完成的，但

整体上中职思政教育还是延续了单一讲授模式，学生

参与的力度不够。这导致了学生对思政教育不感兴趣、

不够重视的消极结果，甚至认为与专业课学习、实操

训练比起来，思政教育是可有可无的。中职思政教育

在方法上出现这种情况是与思政教育的发展程度相关

的，比如，学校相关的制度规定是否健全，思政课程

教师的整体队伍素质如何，以及学校对思政教育的重

视是否落到实处等。当思政教育只是处于表面重视、

文件上重视等阶段时，思政教育很难高质量发展起来。

教育方法的更新要突破中职教育原有的教学方法，要

进行横向的比较和学习，向其他院校学习经验，并结

合中职教育特点加以消化吸收，形成富有中职教育特

色的思政教育方式方法。但教学方法的创新是一个过

程，需要不断地观察和总结，不断地吸收和改进。

3 新时代推进中职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

新时代推进中职思政教育创新发展需要从理念创

新、手段创新、内容创新、考核创新等多个角度来进行。

思想上高度重视，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方法手段上

借鉴学习引入新的有效方法，以全面调动学生兴趣；

内容上要充分地进行资源整合，增强课程的吸引力；

过程性评价可以更好地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激励，这些

都是创新发展的基本内容。

3.1 理念创新

新时代推进中职思政教育创新发展首先就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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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念创新，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并结合着

中职教育特点来开展思政教育活动。从重视的角度来

看，重视不仅要体现在文件上、会议上，而是要体现

在思想上、资源配置上、管理制度上等。从思想上，

只有中职院校真正意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并引导

着思政课教师树立这样的意识和观念，思政教育才会

有效。从资源配置上，既然认为思政教育是重要的，

那么教学条件、资源、师资队伍建设等都要全方位地

开展起来，高标准地配备教学资源、师资队伍，加大

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力度，创造更多的教师参与培训、

同行业交流的机会。从管理制度上，也要加大力度，

健全与思政教育相关的各项制度，使各项工作的开展

有规矩可循，不是完全凭教师个人的责任心来进行，

而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工作的开展规范而有序。理念

创新以及与理念创新相伴随的制度完善等是第一步，

这一步是后续各项工作的创新性开展打下了基础。

3.2 手段创新

在新时代，要加强对学生兴趣的激发和培养，使学

生切实融入到思政教育中。调动学生兴趣，需要教学方

法和手段的创新。比如，思政教育可以引入角色扮演法、

案例分析法、情景模拟法等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

有效。角色扮演是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产生身临其

境的感觉，更好地站在角色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加深对

某些内容的理解。这样比单纯地大讲道理收到的效果要

好很多。案例分析法，则通过案例的形式将道理、理论

等讲解出来，教师一步一步地进行分析，学生跟着一步

一步地加以认识，使教学活动更有针对性。情景模拟法

则是创设接近于真实的情境，让学生全身心参与进来 ,

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启发。[4] 这些方法共同的特点在于充

分地尊重学生的地位，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他们

不再是被动地听内容，而是积极地参与进来，从而进一

步调动学生对思政教育的兴趣。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良性

循环，为思政教育的展开创设好的环境。

3.3 内容创新

在新时代，思政课教师还要在充分地把握思政教

育资源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系统整合，保证相关有

益资源能够进入到课堂中。内容创新方面，一是陈旧

内容，那些老生常态的、与时代脱节的内容如果占据

思政教育课堂，则是对其他有益资源的侵蚀。要经过

系统的梳理，将相关的内容清理出去。二是传统优秀

文化资源要引入到思政教育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已成为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5]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职教育本身就偏

重技能、技术教育，思政教育引入优秀传统文化可以

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和中职教育学生培养之间的双赢。三是

对现有的内容，尤其是充斥着于网络的各种内容，要

进行挑选，将其中与思政教育密切相关的典型内容挑

选出来，并进行深度加工，以更为简洁的形式呈现给

学生，帮助学生形成对人和事物的正确认识和看法。

3.4 考核创新

在提升中职思政教育创新性开展的过程中，考核制

度也要进行创新，即构建对思政教育效果的全方位的、

动态的考核机制。良好的考核机制是能够激发教师的工

作积极性的机制，比如，要有明确的任务、目标，要有

进行考核的相对明确的指标，并能够动态性地反映教师

的教学质量，并实时加以反馈。如果是在学期末进行一

次性评价，而且评价完了之后结果也不加以运用，那么，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理想的考核方法是能

够反映思政教育过程和结果的方法，动态评价可以帮助

教师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考核结果的充分运用则

起到激励作用。这种方法因为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学生

积极性的调动才有了坚实的保障。

结语

新时代中职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创新是必

由之路。中职思政教育创新性发展需要结合大的时代背

景、中职教育的特点进行，在充分认识思政教育重要性

的基础上，通过手段、内容以及考核制度的创新等来完

成。当然，中职思政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创

新也并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伴随思政教育全过程，需要

持续性地进行。因此，时代的发展、职业教育的需要等

会持续地影响到中职思政教育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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