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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应用文写作课程思政教育实施路径探析 
尹莉 1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应用文写作课程是高职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文化课程，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课程思政与应用文写作教学
和内容相融合，提高高职人才培养能力。本文从应用文写作这门课程的课程建设标准出发结合学情分析，在教学设计、教学方式、
教学评价和教师教学四个层面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探索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写作知识的传授与思政教
育的融入的有利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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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 作为高职学生一门必修的公共文化课程，应用文写作课程要培养学
生掌握写作知识理论、具备写作能力，此外，还要注重培养学生政
治思想、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多方面的素养内涵，在
应用文写作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优化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
式、完善教学评价、加强教师政治素养，将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写作
知识的传授与思政教育的融入的探索，是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的必然选择。 

一、在教学设计中，增强思想性和时代性  
1.结合专业特色，挖掘思政元素。依据高职学生所学专业的特

点，在应用文写作课程教学设计中，针对专业素质的要求，有所侧
重，在教学设计中能够反映新时代特色，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
政内容合理地融入不同专业学生的理论实际，选用具有可读性的教
材，赏析鲜活的写作案例。将教学内容与学生需具备的知识技能融
为一体。例如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经济合同的写作时注重引
导学生诚实守信，不说空话，言行一致，信守承诺。引导学生从细
节中探究，做事认真谨慎，遵守规矩。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社交礼
仪规范，全面思考问题，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理论知识
的教学同时增加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融入。 

2.选取热点案例，提升思想高度。在应用文写作教学设计中，
有针对性选用与社会热点和所学专业以及学生生活实际紧密联系
的时政写作案例，通过案例阅读赏析，不仅可以学习各文种的写作
结构和写作内容要求，还能够通过鲜活的实事案例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援鄂医疗队的感谢信的例文，将“敬业”“奉献”“爱国”“感
恩”等思政话题融入课堂教学。在应用文写作教学设计中，结合不
同文体的案例分析和写作训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
精神、抗疫精神、大国工匠精神、长征精神等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
学。以期在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基础上，能够联系社会，培养具
有思想性的时代新人。 

3.创新授课形式，融入思政教育。应用文写作课程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需要不断研究创新授课模式，结合线上线下多种授课方式，
利用学习通、超星课堂等线上平台，引入视频、抢答等环节，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观能动性。课堂上不仅仅是对于文种的讲授和
写作，还有师生对于课堂内容思想情感的沟通交流。用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与此相关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
等内容融入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之中。如通报这一文种，对英雄机
组的表彰，强化人文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索，查找
搜集案例，避免死板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在提高动手能力与材料
分析能力的同时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和思想觉悟，更利于促进
学生精神成长成人。 

二、在教学方式中，增加灵活性和体验性 
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从引导学生获取材料、布局谋篇，到执

笔表达，每个环节都渗透了课程思政的元素。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敢于揭露事实真相，认认真真调查，实事求是分析，从写作动机角
度引导学生发现写作中的人文精神。从写作过程角度引导学生从学
习积累中下功夫，不做表面文章，感受获执笔者的执着与真诚，从

写作效果看沟通的有效性，人文关怀。引导学生在具体写作体验中
自觉的加以认同。 

2.丰富教学素材，强化思政映射。通过典型案例赏析，引导学
生运用理论剖析这些案例，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找到写作规律，在思
考中将语言和文化相联系，能够有效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的融
合。有充足的写作案例作为支持，学生在写作时才能够更好的进行
评价分析。例如对于报告文种的讲授时，通过分析案例《关于栖霞
市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在掌握报告写作结
构的基础上，对事故的情况分析及安全意识的树立，责任意识的培
养。透过文字发掘案例所蕴含的思想性、人文性和价值性，结合案
例中的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 

3.创设教学情景，加深情感体验。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通过
情景教学，模拟场景，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通过写作背景及写
作内容强化学生对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体验共鸣。例如发布消
息的教学，尊重事实真相，真实客观撰写报道，培养学生图文并茂
写作能力，领会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透过文种内容的写作将
工作岗位所要求的职业操守具体化，结合社会现实情况，明晰政治
方向，提供正确价值导向。 

三、在教学评价中，增加针对性和时效性 
1.贴近学生职业诉求，有针对性的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课程思

政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最终要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教育理
念，应用文写作课程必须契合学生学习的专业，实现教育过程中的
各个要素与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的深度对接，才能进一步提高课程
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时代性和吸引力。应用文写作课程在
前期归纳、提炼普适性的课程思政融入点的基础上，需要贴近学生
的职业诉求，以岗位工作为纽带，根据学生专业学习的阶梯式成长
特征，以及学生遇到社会问题的复杂度，根据不同的分院，进而继
续细分专业大类，如：财经商贸类、旅游服务类、医药卫生类、食
品生产加工、机械制造维修等，更好的做到分门别类，恰如其分，
增强“课程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可操作性。 

2.建全课程评价体系，增强学生的获得感。“课程思政”建设的
成效最终必须以学生的获得感为检验标准。作为高职文化素质基础
课程教育，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建全课程评价体系，
增强学生的获得感。学生是怎么想的? 学生是怎么做的? 如何引导
学生改变认识?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做到了解学生，了解学生
的兴趣点，才能以喜闻乐见的题材和形式开展潜移默化的教育。具
体到应用文写作课程，就是让学生自己动起来，一是让学生按照教
学单元搜集生动的写作素材，最好做到图文并茂；二是让学生自己
设计有针对性的思考与练习；三是将身边学生的习作进行收集，找
到在行文过程中容易错误的地方，整理出来可以供更多的学生引以
为鉴。同时教师可以将优秀的习作展示在网络教学平台上，集中展
示更多的学习成果，真正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 

四、在教师教学中，增加专业性和创新性 
教育者需要先受教育，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

和引路人的责任。高职院校教师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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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导和帮助学生对专业英语知识的系统探究，确保英语教学改革
活动能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状态。在实际构建一体化教学模式的过程
中，对于配套教材的建设，应该重点针对工业机器人专业领域专业
知识进行分析，并按照专业知识教学需求选择和编写相关的英语教
材，突出工业机器人专业英语教学指导的特色，能为学生学习英语
知识提供合理化的帮助。在此基础上，可以对配套教学资源进行系
统的整合，逐步筛选教学视频课程资源、教学 PPT 课件资源、教学
教案字眼、考题库资料等，还要优化设计配套的师资服务系统，为
学生提供专家教育指导，使英语教学活动能体现产学研用的有机整
合，可以在多种教学方法的支撑下对学生实施合理化的指导和训练
[6]。 

例如，在“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英语教学实践中，
教师就可以对在线英语教学资源进行整合，通过视频展示的方式为
学生解析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历史和应用现状，如“Today,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have already been 
popularized in automobile sheet metal, automobile assembly, electronic 
assembly and other industries, it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for our traditional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Europe and Japan are world leaders in research on industrial robots.”这
样通过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将信息化教学、多媒体教学与英语课
堂教学进行系统整合，能增强专业英语教育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可以系统辅助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多元化探索、学习和实践，
从而在英语课程建设方面突出工业机器人专业特色，能为专业教育
活动的开展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系统创新服务，保障新时代背景下技
工院校工业机器人专业人才队伍的构建和课程体系的创新能取得
良好的发展成效[7]。 

结语： 
综上所述，在技工院校的工业机器人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中，把握时代背景的要求和市场对人才专业英语能力的现实需要，

新时期在英语课程教学活动的设计方面，应该准确定位人才培养工
作中英语教学需求，有意识地对英语教学体系进行设计和创新，按
照新时代的新背景，重新构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专业英语课程指导
体系，发挥英语课程教学活动的支撑作用，将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
打造成为双语人才，使他们能适应新时代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岗位实
践需求，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我国工业机器人事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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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准政治方向，把国家的前途与个人职业成长紧密联系，成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者、践行者和创造者。 

1. 创新教学理念，强化思政教育。对于应用文写作课程，
在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下，学生思想异常活跃，获取信息途径广泛。
以教师为权威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难以开展。在教学中教师要不
断创新教学理念，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教学，使课程思政成为学
生终身受益的教育体验。面对新时代对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教师
要迎难而上，必须创新理念，将“三全育人”的“大思政”理论与
具体教学相结合，具体落实到教学实践，注重互动式教学，及时吸
收新知识，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建构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采用
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等方式，如让学生分组讲，查阅写作案例，
进行企业调研，完成写作训练，形成成果展示，注重学生的实践性、
主动性、参与性、情感性和体验性。利用翻转课堂、慕课、新媒体、
第二课堂等平台或载体丰富教学手段，因材施教，灵活运用各种平
台，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更好
地担当育人的职责。   

2. 夯实专业知识，提升政治素养。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
对于任课教师在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紧跟时代，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史学习教育，要
将党史学习教育全面融入育人全过程。学习最前沿知识，了解写作
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扎实的专业知识是
“传道授业解惑”的根基。除此之外教师需要通过不断学习获得跨
学科、跨领域专业知识以充实课堂教学内容，及时关注时政热点问
题、行业发展动态，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学科的信息融入应
用文写作课堂，挖掘写作案例的思政价值与现实意义，及时了解学
生关注的热点，以增强吸引力。同时，教师要深入实践锻炼，要利
用进企业机会充分认识行业发展动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针对职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有效开展课程思政。 

高职应用文写作教学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政治觉
悟、传承人文素养和培养优秀职业品质的有效载体，应用文写作教

学要遵循课程的特点，有机结合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探索和创新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的教学设计、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
教师应具备较强的思政意识和教育能力，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建
设，在课堂上教师要传递正确思想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提升综合素养，通过理论和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对理论理解和应用能
力，增强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在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融
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史学习
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导向作用，从而实现高职
学生专业技能培养与思想价值引导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课程思政
与写作教学的同向同行。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的全
面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育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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