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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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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改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形式，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文章从三方面探讨了课程思政的实

现路径，包括教师专题研讨，深挖课堂教学内容；校企全时空育人，开启大思政篇章；更新评价机制，做好育人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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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强调，“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1]2017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和各环节。在高校尤其高职院校内部，思政课程仍然处在

思想政治教育战线的孤岛上，“大思政”理念严重缺位。学校

顶层在课程思政的制度设计和评价机制方面都缺乏经验，上

级带动不足，下级贯彻不到位；思政课教师不了解专业课内

容，无法提供具体的课程思政教育素材；专业课教师不了解

思政课理念，也无法将思想价值引领的任务良好地完成。
一、教师专题研讨，深挖课堂教学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

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

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课程思政的贯彻需要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协同合

作，因此定期展开跨系部的“课程思政专题研讨”是十分必

要的。每门专业课都有其独特的学科文化，在课程思政建设

方面，学科文化就是很好的宣教切入点。针对专业课不同的

知识点，大家可以挖掘其中的学科领军人物，讲述人物奋斗

生平及学术成就，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予以讲授，

达到思政内容不露声色地在专业课上融合。如果说学科领

军人物和思政内容的融合是“小融合”，那么学科研究理念

的融合就是“大融合”[2]。无论是自然科学课程还是人文社会

学科课程，其所遵循的理念都有相通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就是引领大家求知、帮助学科研究继续深入的法宝。
二、校企全时空育人，开启大思政篇章

课程思政的达成不仅要依靠专业课课堂上的灌输，也

需要开拓其他的渠道。对于大学生而言，最能决定他们对国

家、对世界看法的，往往不是课堂教学的内容，而是渗透在

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例如，学生会活动、主题班会、
团委活动、社团活动、学姐学长的口口相传等，这些也都是

课程思政应该拿下的阵地。
全时空育人需要良好的顶层设计。由于涉及的部门人

数众多，需要校领导有全局观念，在学生日常活动中的各个

环节加入课程思政的内容。这样体量庞大的工作，需要明确

的宏观领导。
全时空育人需要动员全员[3]。课程思政的内容不仅可以

通过专业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渗透，也可以通过辅导员在

日常的班级管理工作中落实。如以思政教师为主、其余教职

工为辅，建立课程思政的网络第二课堂，利用碎片化信息，

将实体课堂和虚拟课堂相结合。另外，顶岗实习也是高职院

校学生踏入职场前的重要阶段，校方如何和企业协同育人，

在实习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也是课程思政需要顾及

的环节。达成了含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教师等

教职工及企业层面的全员联动的课程思政，才是真正的“大

思政”。
三、更新评价机制，做好育人反馈

课程思政的工作能不能做好、能做到什么程度，很大程

度上都要靠评价机制起作用。课程思政工作的开展，不仅需

要持续性的输入工作，也需要在输出上检测效果。
传统的思政课程成绩评价主要用卷面成绩、实践报告、

课程论文等方式实现。课程思政本身是大思政，所以在评价

体系方面相对其他课程也会复杂一些。各系部、专业、学科

与思政课如何协调评分规则，有赖于教务系统支持下的通

力合作。例如，专业课教师可以尝试在期末考卷上用一定的

卷面分数贯彻课程思政内容，出若干个分值的简答题，阐述

本学科的哪位领军人物在自己的岗位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优秀精神等。例如，实训课程和顶岗实习过程中，

教师及企业针对学生完成任务的态度打分，也可以是课程

思政的评价内容。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

课程思政工作是我们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何有效地开展课程思政，关系到青年学生的未来，也

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肩负国家未来的使命感，课程思政的实

现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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