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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专业“金课”建设中加“盐”技巧解析 
袁留奎  张晓玉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50000） 

摘要：本文主要以高职院校专业“金课”建设中加“盐”技巧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分析高职院校专业进行“金课”建设加“盐”

的可行性，其次介绍高职院校专业进行“金课”建设加“盐”的模式，最后从定位“金课”建设加“盐”的目标、形成系统性的项

目课程体系、提高“金课”建设加“盐”教师的胜任力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高职院校专业进行“金课”建设加“盐”的关键点，

继而给“金课”建设中加“盐”的任务实施提供条件支撑，旨意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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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职院校的课程建设视角，新形势下每一所高职院校都面

临着课程改革的重点阶段，涉及单一课程类型朝向对接产业的角度

变革、专业课程与课堂之间分离朝向结合的角度变革等。在构建高

职院校专业的“金课”期间，不单单作为知识点的指导，还关联着

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增强。烹饪“金课”过程中需要强调加“盐”的

技巧，以下是笔者进行的实践研究。 

一、高职院校专业进行“金课”建设加“盐”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盐”作为人们平时生活中的必备物品，更是维持

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物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导活动，尤其是职

业教育的创新，若单一借助灌输式的模式引导学生吃“盐”，这是

不存在价值的。高职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对技术产生了一定的

敬畏之情，满怀着对岗位的期待参与学习活动。如果取得良好效果，

需要充分的在专业课程中加入“盐”，使得学生有滋有味的“品尝”，

学生在吃“盐”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有益元素【1】。院校开展教学指

导工作，一些专业课程的教学比较具备色彩，然而不能被真正理解

为“金课”。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缺少味道，犹如人的生活中需要一

日三餐，匮乏了“盐”这种元素，口味便是差了一些，甚至造成人

们产生身体乏力或者精神萎靡不振。观察我国高校开展的专业课

程，时常表现出沉闷的问题，学生在听课过程无法产生强烈的兴趣，

因此要构建院校教学的“金课”，应强调加“盐”的动作。 

二、高职院校专业进行“金课”建设加“盐”的模式 

“盐”可以调节多种味道，在饭菜有了“盐”支持的元素基础

上可以拥有更多的味道。平时的生活实践中，“盐”充当调味材料，

优先运用在食物的腌制上，增强了肉制品的黏结性，对细菌繁殖的

现象产生抑制效果【2】。“盐”的基本成分是氯化钠，在不相同的菜

系中，此种物质可让人们生成不相同的口感。高校进行“金课”的

加“盐”，犹如对多种多样的“盐”进行筛选，具体挑选哪一种类

型的“盐”，是值得相关人员思考的。 

首先思考增加粗“盐”，以财务管理的课程为例，主张学生拥

有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和客观公平的价值观、以医学的课程为例，主

张学生拥有对生命的敬畏之情、以体育课程为例，主张学生形成坚

持不懈的品质【3】。相关的“盐”在多种形式课程中便是十分常见的，

即便学生可能觉得比较咸，可“盐”却是课程教学的本质，更是“金

课”核心组成结构。 

其次思考海藻碘“盐”，涉及较多的营养成分，一方面强调了

调味的效果，另一方面强调了甘露醇与海藻多糖等效果，满足人们

生命所需。以化学课程为例，若教师组织学生分析晶体的实际结果，

可以给学生引进晶体结构的发展历程，给学生传递研发者是如何付

出努力调制的，使得学生生成较强的民族自豪感，坚定学生学习化

学反应的基本信念。 

最后是加低钠“盐”，平时的学习与生活，若患者存在高血压

疾病或者心血管疾病，要想控制钠元素的摄取，应及时摄入一些低

钠“盐”。此种类型的“盐”时常被运用在专业课程设计上，更是

提高学生口感的妙药【4】。以财经税法类课程教学为例，教师组织学

生分析税种的内容，给学生渗透环境保护税的基本项目，激发了学

生环保的意识和动力，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动力。 

三、高职院校专业进行“金课”建设加“盐”的关键点 

“金课”建设加“盐”，课程思政是灵魂，“金课”的建设与完

善要在专业教学中引进思政元素，贯彻立德树人的思路，给国家输

送全方位发展的人才。强化传统文化教育，指导学生传承民族文化

韵味，自觉抵制不良风气，让学生形成社会担当精神。院校进行“金

课”建设，如何有效的加“盐”是比较关键环节。“盐”从表面上

看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加“盐”阶段应强调融的要点。把思政融入

在教学活动中，视作主体；把专业课程进行优化，视作客体。 

（一）定位“金课”建设加“盐”的目标。首先是突破“容”

的包容性。课程教学中容纳思政，这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涉及较为

广泛的空间。思政元素，比如爱国情怀或者名人名言，若仅仅是形

式化进行思政元素引进，无法保障获取良好的教学效果。 

其次是转变“溶”的意味。在高校的院校课程教学中，融合思

政元素，应体现循序渐进和悄无声息【5】。院校进行课程设计，潜藏

一些思政内容，学生具体思考和研究期间，不需要教师点拨也可以

起到思政育人的效果。高职院校开展专业课程教学活动，教师通过

连环计激发学生胃口，即便学生有一定的负面情绪，也是有口难辩

的。需要转变“溶”的意味，才可以彻底转变学生被动学习状态，

做好院校课程教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最后是全面“融”合。“金课”建设中加“盐”，应该强调对思

政元素加以深层次加工，纳入“金课”的美味汤汁，达到一定的调

味效果。此种模式下的课程思政建设，教师分析“盐”的调配有效

方法，积累与归纳加“盐”的方法，全面加工和优化专业课程结构

体系，实现了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密切融合。烹饪院校专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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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汤汁期间，教师应严格制定教学目标，院校组建业内资深专

家互相讨论，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推动思政建设，由此真正的实现“金

课”建设的加“盐”模式。 

（二）形成系统性的项目课程体系。首先需要形成“金课”建

设加“盐”的意识，“金课”建设中，教师应形成“金课”加“盐”

的基本意识，也就是成才以及就业。“金课”加“盐”和职业教育、

社会教育以及个体教育均存在着一定关联，“金课”建设全面培养

人才，强调学生的持续化发展【6】。教师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把已

有的知识经验为前提获取全新的技能，利用现有的知识运用在处理

问题上，基于此“金课”的加“盐”意识形成，不单单进行技能训

练，还要对学生进行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其次优化“金课”建设的加“盐”内容，教师意识到正确思想

价值观传授的意义，对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大力宣传，给学生渗透

爱国精神和爱党精神。院校专业教师在建设“金课”过程中，关联

不相同的专业教学需求，全面挖掘知识点扩展与创新的核心点。以

工程技术类课程为例，对学生加以吃苦耐劳精神培养，让学生可以

创新实践以及精益求精，最终发展为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又如人文

艺术类专业，对学生加以美的认知培养，让学生提升审美趣味，使

得学生可自主辨析美和追求美，学生学会在传统文化中升华情感，

坚定学生民族信念。对高校学生加以正确思想观念的培育，按照行

业前沿知识标准化设定职业岗位，调整知识课程结构体系，完善课

程内容的组成结构。“金课”建设加“盐”过程，教师应强调课程

内容的动态优化，凸显工作行动的导向性与任务的媒介作用，突破

学生学习阶段时空制约元素，让学生充分的把所学知识运用在实践

中，构建完整的“金课”建设加“盐”结构。 

最后是“金课”加“盐”建设的课程实践，院校在具体实践中，

教师要通过先进技术创新课程教学与方式，对灌输式的教学形式进

行改进，争取在“金课”建设中加“盐”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作

用【7】。在上课之前组织学生研究与思考所学的内容，在课堂上组织

学生进行高阶性训练，对师生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次定义，让学生发

展为学习主体，推动“金课”加“盐”的高阶性创新。大数据时代

中，教师要分析学生学习需求，尽可能强化教学活动的实效性，发

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不仅实现了学生知识技能的培训，还实现了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三）提高“金课”建设加“盐”教师的胜任力。因为教师作

为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第一资源，可以理解为教师作为“金课”建设

的基础组成分支，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思政素养充当“金课”教

师胜任力水平提升的精髓，若“金课”建设的加“盐”教师可以把

思政元素的渗透落到实处，可整体上实现自我修养的提升，彰显着

教师对学生品德塑造的显著价值。教师利用正确的观念指导学生形

成思想观念，打造“金课”加“盐”优秀的教师形象，显著提升“金

课”加“盐”的品质。 

其次是关注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金课”加“盐”相关的教

师应发挥扎实的知识功底，分析教学专业的组织结构，使得学生和

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相接触。带领学生分析本专业的发展趋势，动态

革新人才培养方法，不断在“金课”加“盐”实践中融合新工艺以

及新方法，加快了课程教学的创新【8】。 

再次是教师胜任力的组成核心是教学能力，目前高职院校的课

程教学中，已经可以随处见到信息技术的身影，让课程教学按照传

统的模式朝向创新的模式转变，严格要求了教师的教学能力。“金

课”加“盐”的操作中，教师应按照信息技术的优势整体上分析学

生学习情况，按照人才培养的方案促进教学优化，强调重点知识和

难点知识，体现“金课”建设中加“盐”的成效。具体的实践中，

教师凸显自身主体地位，从知识传授的身份转变为教学引领的身

份，指导着学生认真进行实践创新。 

最后提升“金课”加“盐”教师胜任力阶段，强调教学创新。

“金课”加“盐”的实施中，教师应存在持续化吸取先进知识的动

力，不间断健全知识结构，敏锐的察觉教学不足之处，通过科学的

模式处理对应问题，系统化整理课程教学的结果。“金课”建设加

“盐”的操作，教师随时随地进行教学方法的调节，构建具备特色

性的教学风格，全方位分析信息化教学模式应用的可行性，做到“金

课”建设加“盐”的与时俱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的院校进行“金课”建设，应时刻意识到

加“盐”的含义，采取科学的方式健全“金课”加“盐”模式，真

正把专业课程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如定位“金课”建设加“盐”

的目标、形成系统性的项目课程体系、提高“金课”建设加“盐”

教师的胜任力等措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强化高

职院校“金课”建设加“盐”的综合成效，确保高校学生可以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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