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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是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高职院校语文课程思政

示范课建设情况为例，拟从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主线、建设重点及建设维度等方面提出一种“1+X”式的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即紧紧围绕一条主线，不断拓展课程思政建设的若干维度，在充分发挥自身

学科优势基础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其他各类课程同向同行，守好语文“一段渠”，种好语文“责任田”，

协同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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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是基于当前“课

程思政”视域下的高职语文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提出的一种

教学模式。“1+X”中的“1”指的是贯穿高职语文课程思

政建设始终的“一条主线”——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X”指

的是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若干维度——广度、深度、

精度、温度、效度、力度，“1+X”教学模式即紧紧围绕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

人民、爱集体”这条思想主线，不断拓展高职语文课程思

政建设的广度、深度、精度、温度、效度、力度，在充分

发挥语文学科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一种生成性、

立体化、多维度的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不断提升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号召力，守好语

文“一段渠”种好语文“责任田”。 

1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提出的理论

背景 

1.1  把握时代需求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是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职院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维度和必备内

容。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

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

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

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的

战略任务。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的提出，

旨在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基础上，科学厘清高职

语文课程在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内容体系及

工作体系中的定位及坐标，充分发挥高职语文在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2  突出学科特征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的逻辑起点即《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所设置的“一横一纵”

两大建设任务。在横向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中，高职语文隶

属“公共基础课程”，主要的建设任务是“注重在潜移默

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

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在纵向专业类别中，高职语文隶属“文学、历史学、哲学

类课程”，主要的建设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在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专业知

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1.3  直面建设瓶颈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严格按照《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

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着力

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师资建设、资源建

设、课程建设等瓶颈问题，重点突出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

设中的主线意识、学科意识，着力在广度、深度、精度、

温度、效度、力度等不同的建设维度中高效整合高职语文

课程中所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着力通过高职语文教

育教学改革，深化对各类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及优秀教学方

式方法的运用与整合，突出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语文

课程思政建设模式的开发及应用研究，以期服务高职院校

课程思政建设，服务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机制建设。 

2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的理论内涵 

2.1  广度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六大重点维度之广度，关注

德育元素的覆盖面问题。在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中，“大

学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在德育元素的覆盖

面上有着自身独特的学科优势，但在德育元素的选择、德

育资源的整合过程中应力避现行教学改革中因德育元素

选择杂多、宽泛等问题所导致的“泛而无主”“杂而无类”

等现象，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倡导的“广

度”要求根据《纲要》中划定的课程思政建设重点内容，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36-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围绕高职语文听、说、读、写四大教学模块，科学设置必

备德育专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职业理想与

职业道德教育、宪法及法治教育，结合不同专业特征及教

学安排，在每一个德育专题中设置若干科学可控的德育元

素融点及触点，着力规范高职语文教师对德育资源及教学

内容的把控尺度及能力。 
2.2  深度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六大重点维度之深度，关注

语文知识背后深层次的价值引领问题。知识是育人的载

体，其终极指归在于价值层面的认同。但在德育元素的渗

透、思想层面的引领中应力避现行教学改革中因肤浅、狭

隘认知导致的“浮皮潦草”“隔靴搔痒”等问题，高职语

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倡导的“深度”要求高职语

文知识教学要持续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领，持续深化

对马克思主义新时代指导意义的理解与认知，要深入到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生态学等

层面诠释语文知识的时代内涵、历史内涵及社会内涵，要

强化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方法论指导，“寓价值

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领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科学把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开拓文学视野，涵养文化

品格，铸就文化自信，着力解决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中教师对德育资源及教学内容的把控“不明”“不

透”等问题。 
2.3  精度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六大重点维度之精度，关

注德育元素把握的准确性问题。即准确把握“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历史需求，准确把握时

代脉搏及价值导向，育人育才精准融合。高职语文课程

思政“1+X”教学模式倡导的“精度”要求教师要紧紧

围绕语文教学内容准确把握教学内容的时代内涵及时

代意义，准确把握时代社会需求及学生的个体需求，因

材施教、精准施策，力避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方向不清、

任务不明，政治敏锐性不高，意识形态问题警惕性不足

等现象。 
2.4  温度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六大重点维度之温度，关注

的是有效运用语文学科自身的情感性及审美性特征推进

温度教学问题。高职语文课程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与

号召力是关系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高职语

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倡导的“温度”要求教师围

绕教学安排遴选“有温度”的教学内容，运用“有温度”

的语言进行“有温度”的教学设计，关切高职学生身心发

展特征、关切高职学生认知规律，关切行业企业发展动向，

关切时代发展需求，融民族关切、时代历史关切及学生个

体身心关切于一体的教学设计，力避“生拉硬拽”“耳提

面命”式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2.5  效度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六大重点维度之效度，关注

课程思政的有效性及长效性问题。高职语文课程思政

“1+X”教学模式倡导的“效度”重在突出“三全”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全员”既包括老师的全员参与，也包

括学生的全员参与，重点考察学生在课程思政中的收获及

体验，量化课程思政考核管理办法，以学生的获得感、认

同感确定课程思政设计的“优化”标准；“全过程”主要

是从课程的设计，课程实施，一直到课程考核始终贯穿德

育元素，根据《纲要》拓展延伸语文学科第二课堂，从课

内到课外无缝对接；“全方位”指听、说、读、写等语文

教学模块全方位、常态化推进课程思政。 
2.6  力度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建设的六大重点维度之力度，关注

的是高职语文课程思政的科研力度问题。重在突出高等学

校在教学科研方面的突出优势，及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引

领示范作用，持续加大对语文学科课程思政的科学研究工

作力度，以科研成果拉动课堂，守好“主阵地”。以应用

和示范为导向，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夯实课程资源

建设、开发、共享，助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助力高校人

才培养机制建设。 
高职语文课程思政“1+X”教学模式倡导的一条主线

及若干建设维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公式，要求施教者紧紧围

绕主线意识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若干维度可并列推

进，亦可相互嵌套衔接，教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皆需

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发，充分考虑学生主体情况，因

材施教、精准施策，切实提升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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