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 

 84

关于铁路高职院校职业心理课程改革的实践 
——以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王嘉嘉  刘敏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河北区  300000） 

摘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对教师、教材、教法进行改革的任务，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紧跟职业教

育发展步伐，对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教学改革。本文呈现高职心理课程职业化改革的目标思路、实施步骤、育人

效果、特色创新、荣誉成果以及经验启示，突出以心理课程为心理育人主阵地，建设心理课程思政体系，实现“全员”参与心理健

康教育、“全程”关注学生职业心理发展、“全方位”提升学生职业心理品质，完善健全高职院校心理课程育人体系。 

关键字：铁路高职院校；职业心理课程改革；实践 

 

一、目标思路 

（一）目标 

以实践高职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三教”改革为

基点，实现以教师改革推动全员育人、以教材改革推动全程育人、

以教法改革推动全方位育人，要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和各环节，打造心理健康品牌课程，形成心理课程思政体系，教

学全过程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引导

学生建立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心态，提升职业心理适应能力，具备

职业精神和品格，实现快乐成长，积极生活，敬业工作。 

（二）理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发挥心

理课堂思想和心理教育的主阵地作用，突出心理课程讲解心理知

识、关注心理动态、引导积极情绪、植入正向资源的综合作用，融

合职业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推进心理健康教学为高职学生大学生

活、专业学习和职业成长提供服务与支持。 

（三）整体思路 

从调研铁路企业对员工职业心理素质需求出发，根据《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目标，探索铁路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创新“基础心理知识+职业心理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相融合的心理课程体系，聘请企业导师参与课程设计，

共同编写适合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材，尝试项目教学法体现

知识传授、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课程特色。本课程开设一

学年，教材应用于铁路专业高职学生，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进

行常规教学一年之后，运用问卷法统计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确

定课程改革有效性，进而将教学改革成果推广到同类高职院校。 

二、实施步骤 

（一）深入进行现场调研和实践 

1.开展企业现场调研，为教学改革提供有效依据。 

通过使用自编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对全国铁路系统各岗位

531 名职工进行问卷调研，并对来自铁路机务、车辆、工务、电务、

客运、职教等部门的 51 名职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从问卷和访谈

的结果中看到，随着高铁的迅猛发展，铁路企业要求铁路职工具备

较高的心理素质，亟待加强铁路职工在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团队

合作、环境适应、情绪管理、人际交往、压力应对等方面有迅速提

升。从企业用人方面看，需要学校对学生在学期间进行系统的职业

心理教育，这为学校进行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提供重要

依据，并指明方向。 

2.教师深入现场实践，为职业心理提供体验实例。 

能有效推行高职心理课程教学改革，合理融合职业心理，要求

心理教师能准确把握职业岗位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需求，在研究

企业用人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同时，需要通过一线实践获取即时

的用人标准信息。为此，学院安排心理专职教师到铁路企业现场参

加作业现场实践锻炼。 

（二）具体实施课程改革 

1.聘请企业情境顾问，为教学改革提供职业情境。 

充分利用“心理健康教育校企共建平台”资源优势，从铁路企

业选聘企业情境顾问，与心理教师共同在铁路作业现场入镜拍摄课

程教学视频，由情境顾问进行现场心理过程分析与讲解，用微课、

教学视频等载体将企业情境顾问引入课堂，参与教学设计与教学实

施环节，达到基础心理健康知识与职业作业环境高度契合和深度融

合。丰富了心理教师团队的专业力量。 

2.编写新型活页教材，为开展教学提供教学资源。 

按照国家教育部心理课程教学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写《高职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每个项目从基础理论、培养与塑造、职业

心理指导三个方面设置任务。每个任务明确学习目标，融合课程思

政，设有任务目标、任务内容及任务实施过程描述。配合使用活页

教材，针对主教材的每一个项目和任务目标设置工作情境、体验活

动和团体训练。 

3.尝试项目教学方法，为职教特色提供明确任务。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运用项目教学法，按照实际的工作任务、工

作过程和工作情景重组课程，形成围绕工作需求的新型教学与训练

项目，确定任务目标，结合专业情境和职业角色使学生明确心理健

康的标准及意义，将心理健康知识应用于学习、生活以及职业认知、

适应与发展全过程，为学生具备职业和岗位心理素质提供有效支

持，实现“心理零距离”上岗。 

（三）课程改革实施效果对比 

1.测量问卷 

采用曾勇编制的《高职生职业心理素质》问卷，对学生职业心

理素质进行测量。 

2. 测验结果 

为考察职业心理课程和传统心理课程对职业心理素质的提升

效果，课题组对参加一年职业心理课程改革试点的学生（实验组）

和参加一年传统心理课程教学的学生（对照组）进行抽样，具体结

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组、对照组职业心理素质的差异分析( M ± SD)  

 职业认知 职业性格 职业道德 
职业价值

观 
职业能力 总分 

实验

组 

34.16±

3.88 

36.30±

3.77 

20.66±

3.02 

29.90±

3.35 

112.32±

12.09 

233.34±

19.87 

对照

组 

32.48±

2.90 

36.06±

3.21 

20.84±

3.21 

29.22±

2.57 

107.22±

10.30 

225.82±

16.52 

t 2.453*  0.343 -0.289 1.140 2.271* 2.058* 

注：* 表示 P<0.05 

3.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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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较于传统的心理课程，职业心理课程改革有助于学生

整体的职业心理素质提升； 

（2）相较于传统的心理课程，参加职业心理课程改革的学生

职业认知和职业能力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这两方面是职业心理课程

改革的重点内容部分，在一年的教改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从数据中看，与传统心理课程相比，职业心理课程改革

在学生的职业性格、职业道德、职业价值观方面未显示明显的差异。

可能的原因为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所有课程按照要求实践课堂

思政（包括传统心理课程），学生的职业性格、职业道德、职业价

值观从多个渠道都可获得提升。 

三、课程改革育人成效与特色创新 

（一）育人成效 

1.应用心理课程指导高职学生职业心理健康成长。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教学改革，将基础心理教育、职业

心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提升高职学生应对生活事件、做

好职业心理准备的心理能力，从时间、空间、角色等多维发展视角

为高职学生职业心理健康成长提供支持性资源。 

2.推进心理课程改革完善五方共育心理育人体系。 

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进行职业、专业化改革是学院“学—生—

家—企—医”五方共育心理育人体系重点建设的方面。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实施“三教”改革，以课程推动“三全育人”，经实践得到

了全面突破，在育人队伍、育人时间和育人空间三个方面取得了新

进展，推进五方共育心理育人体系提升新高度，发挥心理课程育人

主阵地作用。 

3.助力学生坚定职业理想信念内化职业精神品质。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改革强化基础心理知识、突出职

业心理重点、建立职业道德规范、落实职业发展育心责任，推动育

心育德育能一体化，将引导学生坚定职业理想信念和内化职业精神

品质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 

（二）特色创新 

1.推进“教师改革”，调整心理健康课程师资队伍。 

课程改革重在育人队伍的建设与提升。学院聘请企业情境顾问

参与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改革，形成以学校心理教师为主体、企业情

境顾问为指导的新型教学团队，尝试“心理教师入现场，企业顾问

进课堂”，让源于职业现场的爱国情怀与职业精神“零距离”跃然

课堂，从师资建设层面创新融入企业元素。 

2.推进“教材改革”，紧贴职业教育教学资源需要。 

课程改革新在教材融入职业元素。开发新型活页式教材，将思

政元素、企业和岗位对员工的心理素质要求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

材，建立了高职学生入学到毕业、就业的全过程、可持续、贯穿式

的心理育人链条资源储备，填补了高职心理健康课程缺少突出职业

特色的心理教材之空白。 

3.推进“教法改革”，创新“全方位育人”教学新模式。  

课程改革勇于进行教学方法实践。通过运用项目教学法，以问

题为导向，结合职业情境和基础心理知识进行项目和任务设计，将

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心理课堂教学、学生自我管理和企业实践等各

方面，从知识建构、生活实践、职业应用、思政教育四个维度进行

多维提升，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储备、培养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

做到爱岗敬业。 

四、获得成绩与关注 

（一）获得成绩 

1.编写《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和配套团体辅导

教材，2021-2022 学年投入使用。 

2.心理教师获 2020 年北京铁路局集团公司优质课比赛一等奖。 

3.心理教师获学院 2021 年课程思政说课大赛一等奖，推荐申报

天津市课程思政金课。 

4.心理团队教师获学院 2021 年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获天津市

2021 年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大赛基础课组二等奖。 

5.《构建“校-生-家-企-医”五方共育心理育人体系的实践与

研究》获批为《2021 年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心理育

人项目。现已申报结项。心理课进行教学改革是其中重要部分。 

6.申报两项北京铁路局集团公司 2021 年度理论研究课题。方向

分别为：做好教学设计的思考与实践、教学方式改革创新的思考与

实践。 

（二）获得关注 

2021 年 7 月 14 日，天津日报在教育周刊为本项目的实践和推

广做了题为《深度融合思政 创新心理育人》的专题报道，心理课

程教学改革是其中重要部分。 

五、经验与启示 

（一）推广经验 

1.紧贴职教改革要求和目标，结合职教特点形成课程思政体系。 

充分挖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与内涵，突

破传统心理课程教学模式，将基础心理、职业心理和思想教育有机

融合，进行“三教”改革，形成课程思政体系，使心理课在解决学

生生活困惑同时，提升职业心理品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2.综合统筹校企双向资源，实现校企心理教育共建同向共赢。 

针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实现深度对接，从企业需

求入手，共同挖掘校企双方的优势资源丰富校内心理课程资源，实

现重组教师、重塑教材、重整教法，突出职业心理育人特色，切实

落实“三全育人”贯穿心理课程教学全过程，实现校企心理育人长

效同行。 

（二）示范引领价值 

对高职心理健康课程实施课程改革，是基于企业用人标准和岗

位需要有机融合职业心理、实践基础心理教育与企业岗位适应无缝

对接进行的新的尝试，将“三教”改革和三全育人落地做实，为高

职院校提升心理课程育人水平、完善心理育人框架、全方位融合校

企资源、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操作的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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