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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高职院校学生在校既要学习专业课程，又要学习一

些非专业课程，专业课程是学生们将来步入社会走上工

课题项目：本文为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

课题《“四史”教育融入职业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课题编号：QG/2022/GZYB0103-00486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1.庞金龙（1981.9—），男，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

副教授，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研究方向：高职教育。

2.张秀杰，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本科学

历，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教育学。

作岗位必备的工作技能，非专业课程包括思想教育、英

语、体育、职业素养等课程，两者同样重要。非专业课

程容易被忽视，职业素养类课程在其中十分重要；当然，

专业科目教师或者其它类科目教师在课堂上会融入职业

素养的培育，它对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否胜任和做好

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很多教师在培育学生职业

素养时会采用融入“四史”的教育方法，让学生了解中

国的奋斗历程，并将其中的正能量精神运用在工作中，

提升个人工作能力。

一、“四史”教育融入职业素养教育的方法

1. 通过课堂教育，积累理论知识

要实现“四史”融入职业素养教育的目标，学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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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新中国的发展历程，我国一路走来经历了数不尽的风风雨雨。从无到有，书写了一部历史，开放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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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系统地学习“四史”内容，只有这样，教师在课堂

上提到相关知识点时，学生才能理解，才能熟练地将这

些知识点融入到职业中。所以，相关专业的教师可以通

过课堂教育，讲解理论知识，让学生积累这些理论知识，

比如，教师就可以系统讲解“四史”知识点，还可以在

课堂上放映“四史”相关影片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

印象。

（1）教师讲解“四史”知识点

在高职院校，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毛概、基本

原理、史纲、思修法基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内容中就包

含了“四史”的知识点。比如，学完毛概，学生就了解

到社会发展历程，就知道了社会发展史；学习基本原理，

就知道了中国在社会改造中用到的方法；学习史纲，则

了解新中国史；思修法基则从思想层面培养学生核心素

质。通过这些科目的学习，学生系统地学习到“四史”

的知识点，在职业素养教育中就能结合这些历史内容培

育个人职业修养了。

（2）观看“四史”相关影片

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某一部分历史时，为了让学生直

观看到当时历史的具体场景，教师可以播放“四史”相

关的影片，比如《觉醒年代》《秋收起义》等。观看影片

的时候，学生会主动带自己进入影片中，联想到自己如

果面对具体情况的处理方式，从而关联到实际学习和工

作中，提升职业素养。

2. 线上课程或微课形式扩充学生课外知识

教师在课堂上讲解的理论知识点都是大纲规定的

内容，由于“四史”的内容比较多，学生本身学习这些

课内知识花费的时间足够多了。教师偶尔在课堂上扩充

的课外知识学生可能记不住，但是有些课外知识或许比

教材中规定的知识点更能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没有听

到反而是一种损失。为了防止这种损失，教师可以通过

线上课程或微课形式扩充学生的课外知识，比如，制作

“四史故事”系列课程，上传至校园学习网站供学生学

习，或者，还可以让学生完成“四史”微课小测试题目

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1）制作“四史故事”系列课程，上传至校园学习

网站

有部分学生认为“四史”知识点太枯燥，不能静下

心学习，在课堂上，有教师管束，学生兴许还能听进去

一些知识点，但是下课后，没有人管束，很少有学生能

勤勤恳恳地学习“四史”，连历史内容都不了解，更无法

在融入在职业素养中了。所以，教师可以制作一些“四是

故事”系列课程，讲一个历史故事，然后用故事中蕴含的

道理传达职业道德素养，学生才愿意听，也能听进去。

（2）让学生完成“四史”微课小测试题目

除了制作“四史故事”系列课程之外，教师还可以

制作一些微课小测试题目，把微课视频发送在微信群里，

让学生完成作业，积累知识，提升个人文化素养，把所

学历史文化知识和学习以及日后的工作结合起来，提升

职业素养。例如，关于党史的测试题目，“社会”“改革

路线”等等，每天积累一个题目，日积月累，就能了解

全面学习完。

3. 师生之间多沟通

在学生心中，教师是学识渊博的学者，需要被尊重，

似乎两者天生就有一种身份差，很少有学生敢逾越这条

差线。教师学识渊博是真，但是“身份差”或许是学生

自己制造的错觉，教师教书育人，教的是具体的学生而

不是抽象的学生，他们希望和自己的学生建立良好的关

系，希望学生多和自己沟通，只有沟通，他们才能具体

了解到每一位学生需要什么，该怎样教他们。所以，学

生应该要积极得和各科教师沟通，在沟通中，教师要了

解学生的职业规划，用“四史”素材给学生指明方向，

除了和单个人沟通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开展职业教育培

训会的集体沟通形式，加入“四史”内容，让学生了解

我国发展进程。

（1）了解学生的职业规划，用“四史”素材给学生

指明方向

教师可以偶尔叫学生去办公室聊天，聊一聊学生的

职业规划，知道自己的学生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在聊

天过程中，可以加入“四史”素材给学生指明方向。例

如，某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说自己想进入国企从事与专业

相关的工作，可以讲一讲国企的发展史。

（2）开展职业教育培训会，让学生了解我国发展

进程

各学校负责人可以邀请一些职业培训专家或者一些

企业优秀人才为学生做职业培训，在培训过程中让学生

了解我国发展进程。比如，某企业员工在讲解自己所待

企业的发展进程时可以延伸到我国的经济体制，聊到开

放史，让学生从历史中学习一些工作理念。

4. 在实践中将“四史”融入职业素养

学生一般在高职院校学习三年，三年之后，学生就

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为了让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能尽快

适应岗位工作要求，学生在校期间，教师就要为他们提

供实践机会，而且在实践中将“四史”知识点融入职业

素养中，培养学生职业道德、树立职业理念，以便使他

们在工作中遵守规则，认真踏实工作。具体的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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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在各企业实习，实习完之后让学生写

出心得。

（1）组织学生在各企业实习

工作和学习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教师应该让学生

提前明白这一点，以防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心中有落差。

在校期间，教师可以推荐给学生优秀的企业，让学生提

前上岗实习，感受工作的状态。因为学生在学校已经在

课程中学习过“四史”了，脑海中有了这些知识形成的

观念印象，这些观念印象会影响学生的工作状态，当然

都是一些积极影响。

（2）写出实习心得

学生实习完之后，可以以写实习心得的方式，将

“四史”融入到职业素养教育中，这是实习的总结环节，

他们往往会把工作与“四史”包含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比

如谈到“工作态度”，学生会写到“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带

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向先辈学习，学习他们勇于创新、

敢于实践的精神...”，这都是学生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

二、“四史”教育融入职业素养教育的意义

1. 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发展进程，培养爱国情怀

我们不可否认一个事实，即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

虽然学生从小接受过教育和历史教育，但很少有人能完

整说出中国的“四史”包含的内容，比如，成立的日期

和成立的路程，这样简单的问题很多人都答不上来。考

虑原因，大概一方面因为与教师的教学方法及学生的学

习态度相关，对于这些记忆类科目，教师通常让学生画

出来记忆即可，很少有扩充的内容，学生也听话照做，

通过背诵的方式记忆课本上的知识点。这样的教育方式

和学习方法并不能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发展进程，也不利

于爱国情怀的培养。当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他们已经

不是中小学生了，下一步面临着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

位，这个时候，教师就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且

应该把“四史”融入职业素养教育中，学生了解了我国

的发展历程，在学习各种事例中，了解到中国人的伟大，

从而激发出爱国情怀。

2. 塑造学生三观，促进学生成为积极向上的人才

三观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拥有什么样的

三观，在做事时就会已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待人待物，

所有学生都应拥有正确的三观，才能成为积极向上的正

能量的人才。“四史”的知识点都是正能量的历史，这

些历史具有教育意义，教师在职业素养教育中融入“四

史”，将会帮助学生塑造三观，促进学生层位积极向上的

人才。比如，讲到“开放”发展史，学生学习到人敢于

创新实践的精神，在学习和工作中也会勇敢地运用新颖

的方式转变思路，尝试新方法，思路和方法转变了，也

许就得到了更确切的答案。而且，一个浑身充满正能量

的人也会影响周围人，汲取到身边人的正能量后，大家

的工作态度积极，就能做好当前的工作。

3.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现个人价值

学习过“四史”的学生都了解到，所有的中国人都

拥有高度责任感，他们团结一心，只为了建设新中国，

为人民谋幸福这一个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勇往直前，

不停奋斗，这种精神影响着社会公民，带动全体人民参

与到新中国建设中，最终实现了目标。相信很多学生听

到这样的事迹都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会被这些人物事迹

激励，把他们当做榜样，学习他们的精神，这将激发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目标是坚定的，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明确了方

向，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就有机会实现个人价值。

所以，高职院校教师在培育学生职业素养中融入“四

史”的方式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从而实现个人价值。

三、结束语

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每一位高职院校的学生都应了

解“四史”，从“四史”中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我们现

在生活的来之不易，用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态去学习、

去工作。在校学习理论知识中，教师要将“四史”教育

融入教学内容，尤其要融入职业素养的培育中。学生可

以学习中国人的工作方法和坚韧精神，把方法和精神用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将学生培育成有社会责任感的中

国新青年，去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人

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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