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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朝着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而高职院校作为为未

来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摇篮，想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就需要切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思政教学能力，进

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成长和发展。而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主体，其个人的综合能力直接关系着课程思政的进程和质量，

基于此，本文结合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的意义，分析了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核心内容，并提出了高

职院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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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demand for high-level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is increasing. As a cradle for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for the future society,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character, enhance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s the main body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ersonal comprehensive abi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process 
and quality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er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in this area by examining the core content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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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核心内容一、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核心内容

1. 把控意识形态的能力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

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培养学生坚定

正确的政治立场，从根本上认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成长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高职院校的教师作为培养人才的

主要力量，需要贯彻并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教书育人

的根本任务并且不断推动课程思政的实施。想要做到这一

点，就要求着高职院校的教师需要具备把控意识形态的能

力，具备相应的敏锐性和自觉性，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主

流意识形态修养，并且通过课堂潜移默化的对于学生产生

积极正面的影响，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未

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1]。

2. 转化话语体系的能力

从根本的角度来说，课程思政属于教育观念以及教学

方式的创新，是在对于学生展开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潜移

默化的对于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提升

课堂教学的效果，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现阶段，在

高职院校中就读的学生，成长的环境、思考的方式以及日

常的兴趣爱好都比起以往产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也给高职

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在过

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是采用比较古

板和枯燥的方式，并且已经和现代的学生日常生活严重脱

离，学生很难提起兴趣，也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

果并不好。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推动课程思政的进程当中，

需要对现代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特点、思考方式、兴趣爱

好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并且将教学的内容与思政教育有效

的结合起来，把抽象的理论话语与生活中的实际结合起来，

转化为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话语，并且通过一系列

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将课程中包含的思政元素充分的发挥

出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进而实现教

书育人的根本目标 [2]。

二、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二、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 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亟待提升

由于课程思政教学的综合性，不仅需要教师专业知识

和能力的储备要达到较高水平，还要具备在专业课程中善

于挖掘思政元素的能力和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施、方法、

管理和评价等能力，因此，繁杂的课程与教学体系中思政

元素的挖掘，对专业课教师育人能力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高职院校教师在专业实践能力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其自

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还不足，

主观上尽管想在课程中积极融入思政元素，但缺乏有效的

教学组织设计，依据不同专业和课程特点，细化具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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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流程不够，难以使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水到渠成般融

入课堂，学生难以入脑入心，更难使学生形成思想认同和

价值认同。

2. 课程思政建设的团队合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高校思政课程教师和专业课程教师队伍的教育教学

实践中，保持教育教学目的、方向和育人要求的一致性，

才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不断提升。然而，部分高职

院校相关主体的责任落实不够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公

共文化课、专业课之间 “ 各说各话 ”，没有形成相应的教学

团队，发挥各自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共同设计和实施教学。

部分专业教师在教学中，简单地将思政课的教学要求加入

专业课程标准和教学实施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相互

间的支撑作用不明显，专业课尚未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

真正形成协同效应 [3]。

3.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专业的融合度不高

尽管教师积极投入课程思政建设，不断挖掘思政元素，

但具有自身办学和专业特点的思政元素的挖掘力度还不够。

课程思政教育没有统一模式，需要结合各种专业、各门课

程的具体实际去探索适应，围绕学校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凝炼学校精神以及从学校具体情境出发、立足学生发

展需求、挖掘整合学校课程资源还不够，与高职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中所需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职业精神、创新精神、

团队意识等结合度还不够，导致学校课程思政改革大同小

异，缺乏专业特色，亮点不够。

三、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的策三、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的策

略略

1. 对接岗位标准和职业精神，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

分析学生就业岗位，将岗位标准、职业精神、思政育

人元素与课程内容相融合，五育并举统领课程目标，修订

课程标准，开发思政教材，构建融合育人成效的课程评价

体系，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丰富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完善

课程配套实践教学，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

精神、军工精神、新技术新工艺、创新思想、人文素养等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在创建示范课

的实践中增强教师的育德意识，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能力
[4]。

2. 要围绕学生主体抓课程思政专业教师教学能力的培

养提升

高职院校的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与辅导员

和班主任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辅导员和班主任更能够直

接影响到学生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专业课教师们如果

能够在教授专业课的同时，兼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的工作，

就可以有效增加自己与学生日常相处的时间，在日常管理

学生们的过程中，与学生进行沟通，从而提高自身与学生

们的沟通质量，不断地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

这不仅有利于密切师生关系，增加对学生的熟悉度，促进

教学相长，也有利于因人施教、因事施教，保障德育工作

更具组织性和针对性，要紧紧围绕学生这个教育教学工作

的主体。此外，院校层面也应该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对教

师的工资收入进行科学分配，在增加专业教师劳动量的同

时，也要酌情增加教师收入，有效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

3. 进一步完善教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

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和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提升不是一

蹴而就的，这既需要教师积极投入，也需要学校高度重视，

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3.1．组织保障。高职院校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构建

协同育人机制。党委书记和校长为课程思政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教学副校长负责此项工作的调度和协调，教务处负

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和推动，各相关单位要成立相应的机构

负责课程思政的建设、实施、考核与保障工作。

3.2．培训机制。高职院校要建立培养机制，通过组织

教师参加培训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理

念、提升课程思政的设计能力、实施能力和评价能力，使

教师改变以往的育人观、课程观和教学观，增强教师在课

程教学中的价值引导作用，拓展其价值教育的本领和能力。

3.3．团队建设。课程思政教学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需要建设教学团队，突破学科专业的分析，发挥教学

团队各成员的优势，实现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与学生

三者在知识、技能、价值、信仰的良性互构，专业知识与

思政资源的交互融通，形成育人合力。

3.4．政策激励。学校要将课程思政改革纳入教学单位

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将课程思政教育成效作为课程

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建立课程思政教学督查制度，跟踪

了解课程思政推进落实情况，引导教师更加积极投身课程

思政的改革实践中，建设课程思政 “ 金课 ”，不断提升育人

成效 [5]。

四、结束语四、结束语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各类各门课程都要始终贯穿思想价

值引领的主线。专业课在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中占比较大，

因此，在各门专业课中开展 “ 课程思政 ” 教学改革和实践

是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是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提高育人效果的重要举措。依托专

业课开展 “ 课程思政 ” 教学改革，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

业课中，需要把握好专业课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契合点、

衔接时机和教学方法。不同专业课的 “ 课程思政 ” 教学设

计不尽相同，要根据教师的知识结构、学生的学习基础、

专业的定位、人才培养的特色等综合考虑，方能提出恰当

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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