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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职学校思政教育教学创新实践
王洁丽

辽宁省阜新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123000

摘　要：中职学校作为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专业课程体系以基础理论知识的实践化应用为核心，强调专业

技术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并结合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由于缺乏足

够的认识，中职学校思政教育质量有待提高。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要求不断提高，中职学校传统人才培养理念中对思政教育

教学认识不足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强化思政教育已经成为现阶段中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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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目的就是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各类课程

协同融合，实现全课程育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过程中，

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机制和教育环境是基本

的要素，这些要素的有机和有效结合，才能构成思想政治教

育矛盾运动的整体。中职学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着一定

的特殊性，针对现阶段中职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结合思想

政治课程大纲的要求，从学生健康思想意识形态的构建等方

面考虑，中职学校思政教育创新实践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中职学校思政教育教学理念，实现全程思政
教育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职学校思政教育仅作为一门

普通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对思政教育并未给予高度重视，以

至于思政教育教学存在一定的形式化问题。所以，中职学校

应明确思政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并完善思政教育教学考核评

价体系，对思政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科学、客观的

评价，以促进思政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思政教育与心理健

康教育》第一章就明确指出了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思

想认知问题，所以，从制度层面确定思政教育教学的地位，

引导中职学校教师与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政认知，促进中职学

校思政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强化思政教育在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中的同
步渗透

中职学校课程设计是以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为主要

形式，思政教育的理论性使其仅限于传统课堂教学之中，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政教育的作用。在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指

导下，思政教育与其它课程之间的融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

着积极影响，其中，思政教育在基础理论知识的渗透中用绕

课堂教学内容的创新展开，而思政教育与实践课程的融合则

需要结合具体的实践内容。《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第二

章指出高校学生和谐人格塑造面临的困境及成因，即以基础

理论知识为核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存在局限性，思政教育在实

践教学中的融合能够强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对高校学生和

谐人格的塑造有着积极影响。以中职汽车维修专业为例，在

思政教育与专业理论知识课堂教学融合的同时，还需要将思

政教育融入实践教学之中，从而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素养。

三、“以人为本”思想在差异化教学中的体现，渗透心
理健康教育

由于中职学校专业设置较为复杂，且不同学生的情况存

在显著差异，基于“以人为本”思想的要求，中职学校思政

教育应采取差异化的教学模式，围绕专业的不同，在开展思

政教育的同时，针对特定学生进行心理教育。《思政教育与

心理健康教育》第八章对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思政中的运用

进行了详细介绍，从实践角度分析，学生主体差异的存在是

“以人为本”思想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必然要求，中职学校思政

教育应为每一名学生建立“思政档案”，从而保证思政教育教

学的针对性。

四、结束语

以思政教育选题，在研究思政教育现状的基础上，针对

具体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该书共分为八章，第

一章对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围绕

高校主体性思政与大学生思政自我教育展开讨论；第二章围

绕大学生和谐人格构建的思政思考进行研究；第三章重点介

绍了心理健康教育对高校思政实现途径；第四章主要分析了

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思政体系中的具体引入及其定位；第五

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与实现进行研究；第六章分

别介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政功能的概念、发生与体现、

优化与发展、实现与发挥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七章详细论述

了高校思政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事宜；第八章从实践角度，

分析了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具体运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和关键环节。通过建议建筑

工程施工专业内业资料工作室，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形式，依托

行业企业引领内业资料工作室，提升教师队伍建设，凝聚校

企资源合力，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校企深度融合，形成协同

育人的长效机制，建立契合企业岗位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体系。

参考文献：

［1］进取创新——教师的时代责任［J］. 王增会 .  中国

培训 . 1998（08）
［2］谈中职教育中“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的教学模式

［J］. 黄亦欣 .  民营科技 . 2016（07）
［3］中职教育的困惑与思考［J］. 万群 .  商业故事 . 

2018（16）
［4］摭谈人本关怀下中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J］. 林

旭容 .  现代职业教育 . 201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