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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现状分析及实施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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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型教育理念，其主要目的在于充分体现出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课课程的协同育人价值，打造出思政

教育的新体系和大格局，推动专业知识传授、实践能力培养以及价值塑造三者的有机融合，最终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育目标。高职

院校以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作为教学核心内容之一，是培养高素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需要正视课程思政的作用和必要性，

全力探索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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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the main purpo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s to fully reflect 

the valu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create a 

new system and general patter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ing，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and value shaping，and finally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through subtle 

influence. As one of the core teaching content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main position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ace up to the role and necess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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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指出需

要充分发挥出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改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

课水平，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力，与学生期待以

及发展需求相适应……各类课程需要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

逐步构建起协同效应[1]。教育部于二〇二〇年六月颁布的《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求全国高校学科专业加快课

程思政的建设[2]。课程思政是对传统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其核心要

义是凸显出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并重，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

挥自身的育人作用。鉴于此，高职院校需要充分挖掘各类专业课程

的育人价值，以专业知识、技能传授为载体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深

入探索专业课程中潜藏的思政教育元素，将课程思政建设落到实处，

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的协调统一，积极打造出三全育人和思想

政治理论课共进的格局，从而更快地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一、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一）课程思政理念的缺失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成功与否，与相关责任主体是否树立

正确的理念密切相关。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相关责任主体包括了

管理者和专业课教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当前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关于课程思政的文件，通过相关举措推动高职院校在专业课程

中积极融入课程思政。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不足，大部分高

职院校将重心放在理论和技能培养上，未重视学生个人品格和道德

的培养[3]。现阶段高职院校不论是管理者亦或者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

政建设理念方面仍有不足。高职院校中大部分管理者和专业课教师

都认为思政教学属于思政部门和思政教师的分内之事，并未意识到

课程思政育人的意义和必要性，并未树立起全员参与课程思政育人

的理念。认为课程思政仅仅是增设相关课程或者活动，未将课程思

政的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 

（二）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能力欠缺 

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是关键因素，专业课教师的德育能力直接

影响到课程思政建设整体质量和成效[4]。课程思政教育能力主要指专

业课教师挖掘、整合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结合实际教学案例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教学和专业教学有机融合，达到润物细无

声的育人效果。但由于教育背景的限制，目前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

中大部分并未接受系统、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培训，缺乏充足

的理论储备，课程思政教育能力不足。多数专业课程教师思政教育

意识和教学水平相对较差，并未结合专业课程特点有效融入思政元

素，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滞后。 

（三）课程思政资源开发利用力度不足 

教育工作者对于专业课程中思政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情况，

直接关乎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质量。目前，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中，

普遍存在着将思政元素随意融入专业教学中的情况。这种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不仅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行为，而且并未体现出课

程思政的育人内涵，影响课程思政教育成效[5]。专业课程所具有的随

机性、隐蔽性等特点，要求专业课教师在教学期间不能盲目套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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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元素，不然不仅无法达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并且也容易破坏专

业知识体系。 

二、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一）树立课程思政建设理念 

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调节功能。

对于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而言，应该重点加强相关人员对课程思

政育人理念的正确认知，树立将思政教育和教学管理有效融合的理

念，促进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参与主体理念的转变和创新[6]。第一，

当地负责管理高职院校的相关教育部门需要以相关文件为依据，完

善高职院校党组织书记配置，始终坚持党对高职院校的领导和依法

治校，切实提升民办高校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的正确政治站位。第二，

需要持续加强对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理念的引导，积极构建高职院校

内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教学协作平台，突破思政理论课和专业

课程两者的束缚，每间隔一段时间开展教学研讨会、学术沙龙等活

动，以如何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升课程思政育人质量等为主题[7]。

教师在研讨会中针对专业课程如何发掘利用思政资源以及相关问题

进行沟通交流，通过互相分享经验，解决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的问

题，树立良好的课程思政理念，自觉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二）做好课程思政工作整体规划 

高职院校要加强课程思政的组织引导工作，落实整体规划，构

建并不断完善课程思政的运行和管理制度，全面把控课程思政工作

的实施。以立德树人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尊重学会成长和学习规

律，适应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将思政政治理论课作为课程思政教育

的理论指导，依托于专业课程，进一步开拓课程思政内涵，从而构

建起包括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以及公共基础课程的综合性思政教育

课程体系[8]。充分利用课程教学途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融入课程思

政，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融合，落实育人目标。 

（三）加强课程思政资源开发利用 

加强课程思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是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

设的关键环节。因此，高职院校管理者需要以高等教育理论和课程

建构原理为基础，从学校办学特点、专业优势、实际教学条件等出

发，充分整合、统一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教育资源，结合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呈现出针对性、层次性、立体化的课程思政内容。同时，

高职院校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有效推动专业课教师不断地

在专业课程中挖掘、整合思政教育资源[9]。优化高职院校现有绩效评

价制度，完善相关薪酬奖励机制，充分激发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的动力和热情。还需要构建起完善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

全面、客观、公正地对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成效进行评价，并将评

价结果和绩效评估、职称评定等进行挂钩。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还

应该设立与课程思政相关的科研教改项目，引导、鼓励专业课教师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科研，将研究成果进行转化，促进个人课程思政

教育能力的持续提升。 

（四）构建起课程思政全员育人机制 

在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需构建起由校内党政领导，各个

部门共同参与合作的全员育人机制，推动思政教育融入高职院校育

人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强德育工作和专业课程教学的结合，从而将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落到实处[10]。第一，高职院校需要做好课程

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构建起分级管理、职责明确的课程思政管理

制度，在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中纳入课程思政建设这一指标，完善

考核条例，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常态化。第二，高职院校教务处

需要将课程思政元素纳入到人才培养目标中，充分统筹和整合学校

和思政部门的思政教育资源，构建起对应的课程思政教学协同系统，

加强对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监管考核，保证课程思政教学工作的贯

彻落实。第三，高职院校内部各部门需要明确自身职责，保证课程

思政建设工作的推进。宣传部门需要加大课程思政建设宣传力度，

积极利用校园广播、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课程思政育人典型事

迹，激励学校教师育人责任感。学校团委和学工部需要深入调查学

生群体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意见和建议，并将此类信息向专业课教

师反馈。 

三、结语 

综上所述，立德树人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中心内容，应将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加快实现全方位育人目标。高职院

校课程思政的建设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程，目前实践过程中仍存

在诸多不足。因此，需要高职院校树立良好的课程思政建设理念，

做好课程思政工作整体规划，增强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能力，

加强课程思政资源开发利用，构建起课程思政全员育人机制，切实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从而不断提升高职院校育人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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