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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职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分析

对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的内涵和作用，对于中职学校融入“课程

思政”理念的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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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实现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由“点”（课堂）及“面”（专业）的整体推进，更好地完成学校课程思政任务，全面提高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实效性，真正实现立德树人，中职学校应该按照“三全育人”要求，加强专业研究，以打

造思政特色专业为目标，整体构建中职学校专业课程思政体系。依托学校专业建设，深入挖掘专业内涵和研究专业特

征。并在此基础上，统筹安排思政元素，做好专业课程思政总体设计，增加课程思政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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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from	“point”	 (classroom)	 and	“face”	 (major),	 better	 comple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asks	of	school	curriculum,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integr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ruly	 realize	 the	moral	 cultivatio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resear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with	 the	 goal	 of	 creating	 a	 specialt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Relying	o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we	will	dig	deep	 into	 the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and	study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n	 this	 basis,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do	a	good	job	 in	the	overall	design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o	 increase	 the	systematic	and	 logica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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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本质

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的本质是通过构建人人参与、时时育人、

处处育人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格局，促使

各类中职文化课、专业课、实践课等各级各类课程，与中职思政

中职课程思政研究已相继展开，不少学校也在以“课程思政”为抓手构建学校大思政格局，但这个过程中一般都集中在“思政课

程”的“点”（课堂）、“线”（课程）的研究上。同时教师思政实践也往往因为执着于课程思政进教案、进课堂、进试卷、进头脑而

在教学中随意安排课程思政元素。所以课程思政研究看起来遍地开花，貌似轰轰烈烈，但零零碎碎杂乱无章。要从混沌实践转为有序研

究，避免各自为政和随心所欲，就应该按照三全育人要求，加强专业研究，以打造思政特色专业为目标，整体构建中职学校专业课程思

政体系。依托学校专业建设，深入挖掘专业内涵和研究专业特征，以此为基础做好课程思政总体设计，统筹安排思政元素，增加课程思

政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让课程思政由“点”（课堂）及“面”（专业），更具有专业特征，才能更好地完成学校课程思政任务，全面提高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1]。

专业共建校企合作之下，各科教学不再是单独而孤立地学习单元，均为服务学生的专业发展和素质提升的一部分内容，学科教学因而

不得不具有更明显的专业特征。作为对所有学科教学育人的共同要求，课程思政逻辑上理所应当也具有更浓厚的专业特征。所以中职课程

思政视域之下，加强专业研究，深入挖掘专业内涵和研究专业特征，以此为基础做好课程思政总体设计，统筹安排思政元素，发挥专业建

设育人功能，使支撑课程的课程思政与学生专业发展同向同行，相互配合，已是深化课程思政研究，提升课程思政质量的紧迫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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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有机融合和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进而实现“立德树

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二）课程思政的内容

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法治思

想；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

（三）课程思政的价值分析

初步完成课程思政的价值内涵的四度分析：丰富育人手段，

增加课堂温度；丰富学科内涵，增加学科深度；丰富三教改革，

增加思政力度；丰富思政渠道，增加价值引领厚度 [3]。

二、中职专业特征研究对课程思政的基础性作用分析

（一）中职专业特征研究有利于强化教师教学专业意识，有

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5]

教师对学生随学专业的正确认识和深刻了解，增强教学针对

性，从而正确引领学生的专业成长。中职学生以专业发展为主要

目标和任务，因此学生的各科学习也要围绕专业特征。师生对专

业特征的正确认识，不但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有利于完成教学

任务，还可以培养学生专业兴趣，有利于学生专业发展，让学生

在将来的岗位上有更强的竞争力。蓝丽伟老师提出基于专业特征

的中职艺校语文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结合专业特征开展专业导向

的文化课教学，加深学生对学科学习的重视程度。袁花老师也发

文认为中职学校在语文教学方面应具有更明确的教学目标，做到

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学生的专业特征差异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

以紧密结合专业发展而开展教育活动。李玉华老师也认为语文教

师要认清专业课与文化课的相互关系，明确教学目标，充分展示

中职数学的学科特色，才能落实中职学校数学教学的“适度、够

用”的要求。类似看法的论文知网检索都有87篇。这表明中职专

业特征研究有利于教师教学这点已经是比较普遍的认识。

（二）中职专业特征研究有利于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真正落实

三全育人，开展课程思政

（1）教师了解了专业技术环节和内容，了解了专业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了解了学生专业工作实际场景，教师的课程思政才会

有的放矢，才有着力点，才有方向性，避免无病呻吟式的为了课

程思政而课程思政。

（2）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在课堂上一定要有机融入相关思

政元素，但思政元素的安排却不是随意的。教师对专业特征的完

整而深刻的把握，有利于统筹安排设计专业、课程、课堂思政元

素，做到思政元素安排整体有序。

（3）研究中职专业特征，有利于教师切实有效实施课程思

政，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水平。研究专业特征，有助于提高课

程思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结合专业特征，整合与系统安排思政元素，有助于有序提升

学生思政素养，达成育人目标；结合专业特征研究，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有助于实现专业教学由原先的实用够用管用，转型

升级到现在的三全育人、价值引领。

三、课程思政视阈之下的中职专业特征研究策略

（一）从“专业”出发

专业一般情况下指中等职业学校所分的学业门类。《汉语词

典》①专门从事某种学业或职业。②高等学校或中等职业学校所

分的学业门类。③产业部门的各业务部分。本文指第二个义项。

（二）从“专业特征”出发

（1）1957年格林伍德（E.Greenwood）提出专业的五项基本

特征（professionalization）：①一套理论体系（bodysnatcher）

②专业的权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③共同信守的伦理守则

（bioethics）④社会或社区的认可（telecommunications）⑤专业

文化（professionalization）

（2）专业特征一般表现为：专业核心价值的共生性、专业设

置的产业依附性、专业课程的实践性、专业实施的校企合作性和

专业评价的多元性（卢亚莲）。

（三）从职业发展阶段出发研究中职专业特征

1. 研究内容

（1）专业名称，专业名称是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重要体现，

也是职业教育是否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观测点。近似名

称和替换名称、随意简称都是学术思想不严肃的表现，要尽可能

避免。

（2）专业简介，要参照由教育部发布的专业简介。这是专业

内涵的法定依据，是我们课程思政的专业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3）专业教学标准，要参照由教育部组织研制相应专业教学

标准。这是最低的控制性标准，学校实施的专业教学标准一般会

比这个要求更高，也更具体。我们课程思政的专业研究要从国家

专业教学标准出发，体会差异，弘扬个性注意特色，课程思政的

相关建设要有助于特色专业建设 [8]。

（4）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这里是指相关部门指导职业院校依

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

导意见》（教职成〔2019〕13号），对照文件的《目录》和专业

简介等，全面修（制）订并发布实施的学校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学校的各专业人培方案，都应以此为最高依据，课程思政内

容的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的确定，课程思政实施的先后顺序，都

应在此有明确体现，明确的规定。

（5）关注专业升级发展及数字化改造。中职专业发展离不开

校企合作，具体体现在专业的现代化和企业化，在校内的具体表

现就是专业的数字化改造。

（6）专业教材改革，是三教改革的一部分。

（7）专业的发展和变化。专业史就是专业发展史，其发展过

程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这就是开展课程思政的最佳落脚处 [6]。

2. 基于课程思政的中职专业特征研究“五进”路径

（1）研究课程思政进主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这里要课程开

设的先后顺序，妥当安排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入点，确定课程思政

内容，安排课程思政实施的先后顺序，都应在此有明确体现。

（2）研究课程思政进课程标准。分析教材内容特点，根据教

材内容安排，确定课程标准相应的课程思政内容，确保思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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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程标准完美结合融合，便于教师授课实施，并取得良好的实

施效果。

（3）研究课程思政进专业教案。教师教案中的计划中要有本

期的课程思政内容总体安排设计，专题内容也要有思政安排，教

学设计和教案更应有明确的思政实施教学时间安排、教学环节安

排、与教学内容的结合安排。

（4）研究课程思政怎样进专业课堂教学。专业课堂教学是学

校育人目标达成的主要途径，教师在课堂的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安

排上要巧妙实施，以潜移默化引导学生的专业观和价值观形成 [9]。

（5）研究课程思政进专业教学评价。现在各个层面的优质

课展示，教学能力竞赛，都要求有课程思政的内容的体现，那么

在学校对专业课的教学评价项目中，我们也应当把这一点给明确

地提出来，鼓励教师将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的安排完美融合，与

教学环节的安排完美结合，把课程思政的完成度作为教师教学评

价结论。如果条件允许，还可尝试大数据开展课堂教学课程思政

专项评价。研究课程思政进试卷。这里要考虑课程思政如何进试

卷，是在考查还是在考试时，这都没有成例，需要认真研究。我

们的整体设想就是要结合学科特点、结合考试内容安排，最好是

在试题答案当中考查，在答案中要求学生应当有对具体问题的相

关内容的价值判断认识。课程思政能否在学生大脑中扎根，能否

真正落到实效，能否真正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取决于课程思政

进试卷的研究。这是我们课程思政进专业研究的难点之一。

综上所述，中职学校课程思政的整体推进，必须按照“三全

育人”的总体要求，以打造思政特色专业为目标，合理构建专业

课程思政体系，依托学校专业建设，深入挖掘专业内涵和研究专

业特征，统筹安排思政元素，发挥专业建设育人功能，使支撑课

程的课程思政与学生专业发展同向同行，相互配合，提升课程思

政质量的紧迫要求。做好专业课程思政总体设计，增加课程思政

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才能更好地完成学校课程思政任务，全面提

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实效性，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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