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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思考——以《航空法》为例 
黄晓丽  李珊珊  张琢雅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610407） 

摘要：课程思政是很多教师都在研究的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各专业、各学科教师都有各自的经验。随着民航业的快速发展，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学科逐渐成形，核心概念与外延正发生着变化。《航空法》是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通过
对《航空法》的学习，学生在服务品质不断攀升之时，内涵也不断充实，成为新一代民航服务专业人才。让学生丰富《航空法》概
念内涵的同时，通过最新的民航服务相关案例分析，让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授课过程中实施课程思政，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
识的同时学会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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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法》面向高职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于

第二学期。他们与普通高职类的大一学生具有一些普遍特征：1、

熟悉应试教育学习模式，需要过渡到职业教育模式；2、自制力较

差，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3、不善于归纳总结，较难保持良好的

学习习惯。作为一名民航类高职的大一学生，他们又具有一些个性

特征：1、对法律方面的知识有基本的了解，但对需要记忆的基础

知识不够扎实；2、学习和并掌握了《刑法》的基本概念与原则，

并且初步学习了民航业相关真实案例；3、对民航类的真实案例分

析能力较弱，需要不断强化。针对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学生的特

征，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在教学内容和学情分析基

础上，我们确立了知识和能力教学目标以外的素养目标，实施立体

化育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细化到每节课的教

学过程里，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政教育，达到课程思政的目

标。 

当然课程思政设立目标并不是难点，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将这个

目标放到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比如通过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实

施？什么时候实施？花多长时间实施？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无法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做好课程思政的。 

在《航空法》这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智慧课堂“8+8 

流程”的教学结构模型进行课堂实施。结合云班课互动教学平台，

将课前、课中、课后根据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分别设置 8 个对应

的环节。课前教师进行学情分析选择合适的教学资源通过云班课教

学平台推送给学生，学生根据教师推送的资源完成预习与作业，同

时与同学进行课前讨论，教师根据预习反馈的结果调整教学设计。

课中教师选择合适的课题导入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学生展

现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然后由教师推送新任务，学生就案例进行

合作探究，并且完成随堂测试，教师进行精讲与点评之后学生进行

错题重做，进一步巩固提升。课后教师根据较小平台的数据反馈推

送合适的课后作业，学生在平台提交作业，教师根据平台作业批改

数据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并且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学生根据教师

的评价总结反思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以《航

空法》第九章第二节《危害民用航空的犯罪与刑罚》为例，考虑到

学生自制力较差，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的普遍特征，为了增加教学

趣味性，我们采用了小组形式教学，将全班同学分成七个小组，小

组教学模式还有一个优点是可以培养学生团队协助能力。学生一边

运用多媒体及网络设备自主完成“劫持航空器罪”和“危害飞行安

全罪”的犯罪构成，一边通过思维导图总结其异同点。这样的设计

可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自主归纳的能力与习惯，同时在分析教学

案例过程中渗透优秀民航员工的职业精神与道德操守，培养学生诚

实守信，细心规范， 认真做事的品质。当然，课程思政不仅仅在

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进行实施，在教学评价中我们也有机融入了

课程思政设计，我们采取了有感知评价和无感知评价， 单节课评

价和学期评价，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的结合，在立体化多元化的评

价中对学生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引导。如考勤评价，通过云班课自动

连接系统，获得学生的出勤信息，系统自动进行评价，实现无感知

评价，在这个评价的过程中可以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 

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我们在《航空法》课程思政实施过程

中针对思政元素的提炼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是挖掘教材知识内容中的思政育人元素； 

教材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教师必须对教材十分熟悉，

并且对课程章节内容进行梳理，提炼其中的思政育人元素。 

二是挖掘教师本身的思政育人元素； 

教师对学生来说具有榜样作用，充分挖掘教师本身的思政育人

元素，可以有效利用学生的向师性达到育人效果。 

三是挖掘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中思政育人元素； 

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中也是具有思政育人元素的，例如：小组

合作探究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等。 

四是挖掘教学评价中的思政育人元素 

教学评价作为教学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当中有非常多的思

政育人元素可以挖掘，例如：加强过程性考核，从考核形式上融入

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 

通过《航空法》这门课程，我们以课堂教学为载体，将教材、

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中的思政育人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利

用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教师使用提炼出的思政元素在适当的时间

和适当的地方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引领，使《民航法》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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