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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机电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及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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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不仅成为中职机电专业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中职学校贯彻和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思政元素的发掘与融入不仅可以强化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成良好的德育素养，

同时也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真正成长为机电行业切实所需的优质人才。对此，本文首先阐述中职机电专业课

程中思政元素的渗透意义，接着分析中职机电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现状，进而提出有效的教育对策，以期提高

机电专业的育人效果。

关  键  词  ：   中职；机电专业；思政元素；挖掘

The Mining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Electromechanical Major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Liang Yuhui 

Educantion Center Of Du’An Yao Autonomous County, Hechi, Guangxi  530700

Abstract   :   In the backgrou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e mining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as not on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the reform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ajor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arry out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he 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form a good 

moral education quality, but als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ruly grow into 

high-quality talents needed by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industry.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infiltration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ajo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ajo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n puts forward effective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effect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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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职业教育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中职教育发挥着人才支撑的重要作用。所以，为了培养出社会切实所需

的德技并修的技能型人才，中职学校应该立足于机电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生个性化需求，挖掘机电专业中所蕴含的思政元

素，并采用有效对策渗透思政教育，促使机电专业教学“强起来”“活起来”，并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1]

一、中职机电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渗透意义

首先，在机电专业中渗透思政元素，有利于提升机电专业教

学育人效果。随着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思政教育显得越来越重

要，而且机电专业教材也增添了相应的思政教育模块，并对教学

大纲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机电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2]例如，在“现代工程制图”教学中，设置价值目标，即

要求学生通过绘图技能训练培养敬业、专业、创新的工匠精神，

养成严格遵守各项规定的习惯，形成责任意识，进而将学生培养

成机电行业切实所需的高素养人才。

其次，在机电专业中渗透思政元素，有利于提升学生职业素

养。中职学校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阵地。[3]在

机电专业教学中，要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虽

然专业知识的学习很重要，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不能忽视，唯有

重视对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渗透，才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确

保他们将来更好地投身于工作，一展其所学。[4]所以，中职学校要

重视思政教育，一线教师积极转变自身的教育理念，积极做好思

政元素发掘及渗透工作，促使机电专业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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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提升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引领其树立

正确的职业观，使得学生成长为更加优质的人才。

二、中职机电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现状

首先，部分教师未能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受传统教育的制

约，部分教师认为在机电专业教学中，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向学生

传授机电专业知识与技能，而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相对来说并

不是那么重要。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在课程设计和

教学过程中的决策，导致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对思政元素的忽视，

机电专业中所蕴含的思政资源并未得到充分挖掘与利用。[5]

其次，思政元素渗透方式较为单一。在机电专业教学中，教

师仍然运用传统教学方式渗透思政元素，比如，课堂讲授、案例

分析等。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吸收思政知

识，但是它们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缺乏新颖性和多样性，

这可能会导致学生对这些教学内容产生厌倦情绪，难以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和深入思考。因此，教师需要寻找新的教学方法和策

略，以更好地将思政元素融入机电专业课程中，提升课程的吸引

力和教育效果。[6]

此外，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机电专业课程的融合度不够高。一

些教师在挖掘思政元素时，往往将其与专业知识相分离，导致思

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缺乏紧密联系。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

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而影响思政教育的效果。

三、中职机电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渗透路径

（一）充分利用新兴媒体，拓展思政元素渗透路径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来临，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新兴媒体

优势，在向学生传授机电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讲好中国故

事、学校故事，唱响时代主旋律，彰显中职办学特色。微博、微

信以及抖音等是当代学生比较喜欢的新兴媒体，教师可以应用这

些新兴媒体优化教学模式，促使机电专业与思政元素有效融合，

进而全面提高机电专业教学育人效果。[7]同时，教师也可以联系机

电专业思政教学目标，利用新兴媒体搜寻课堂之外的思政元素，

以此拓展机电专业思政教学内容。因此，教师应该重视新兴媒体

中的思政元素，并将这些思政元素加工和美化，制作成学生喜爱

的短视频、动画以及影片，促使他们在学习机电专业知识的同

时，也能受到思政元素的熏陶，并将正确的价值观根植于内心深

处。[8]例如，在教学“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相关内容时，为了增

强学生创新图强的精神、科技报国的决心，教师可以利用抖音、

微信等搜索我国航天部门进行火箭回收实验时的相关资料，将所

搜集的资料制作短视频并分享到班级群里。学生通过观看短视频

得知火箭回收系统在下落过程中受到三个力的作用，分别为火箭

自身的重力、降落伞弹性绳索牵引下的弹性力以及阻尼力，因此

可将火箭回收系统简化为质量—弹簧—阻尼系统。[9]通过火箭回

收实验这一短视频不仅能引出所要讲解的内容，学生也能感受我

国的强大以及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拓宽学生视野，厚植心

怀天下、服务地方的报国之情。

（二）合理渗透工匠精神，增强思政元素渗透效果

在当前教育形势下，将学生培养具备工匠精神的高素养技能

型人才，逐渐成为中职学校育人目标与重要任务之一。“工匠精

神”是职业价值取向、职业精神和职业行为的体现，其包括爱岗

敬业、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等。在机电专业教学中，

教师应该注重发掘机电专业中所蕴含的工匠精神，将工匠精神贯

穿于机电专业教学全过程中，促使学生生成热爱劳动、追求卓越

的职业素养，并引领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教师也可以

发掘学生身边的工匠人才、科学家典型事例，借助这些案例渗透

工匠精神，可以增强学生的认同感，确保他们主动学习科学家以

及工匠人才身上的职业精神和优秀品格。[10]例如，在讲解“三相

异步电动机”“直流电机”“控制电机”相关内容时，可以向学生

介绍顾毓琇、钟兆琳和章名涛等我国著名的电机工程专家，并分

享他们严谨治学、刻苦钻研、兢兢业业的感人故事，学生通过聆

听这些感人事迹，明白他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

为他们对科学有着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也是因为他们具有刻苦

钻研、精益求精的精神态度。又或者，在讲解“常用低压电器”

相关内容，教师可以列举机电行业中平凡的“电气工匠”的事迹

教育和激励学生，比如，周双全、徐骏等电气工匠，他们都以严

谨的工作态度做好每一个细节，把小事做到极致，在精益求精中

实现了匠人价值。

（三）组织多元实践活动，内化思政元素渗透成效

首先，要想确保思政元素与机电专业教学相融合，教师需要

根据专业特征与现实需要，明确思政教育要求与目标，在课程内

容、案例、工程等针对性融入思政元素，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与

应用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并增强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

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11]其次，以实践活动为契机，把思政

教育贯彻落实到机电专业实践教学中去。如，教师可以组织机电

产品设计、制造、安装和维修等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体会

到机电技术的重要作用，并推动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创新能力

和职业素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报名

参加校内外机电技能竞赛，在比赛中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自信

心，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12]另外，受限于资金、

场地等因素，导致机电专业实践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教师可以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真实的机电工作场所，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

通过角色扮演方式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任务。这样，学生可以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机电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并且在小组协作任务中，

可以明确每个成员的角色和职责，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责

任感，鼓励学生敢于尝试新的思路和方法，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和冒险精神，进而有效内化思政元素渗透效果。[13]

（四）协同多方协作力量，推进思政元素渗透

当前，中职学校应该积极寻求社会、高校和企业的帮助，在

教师提高自身思政教育水平的同时，增强企业发掘思政元素的能

力，进而为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力保证。首先，中职学校通

过“以赛促建”“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为教师搭建成长平台，

并利用该平台开展党史学习、四史教育、师德师风培训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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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外，中职学校通过举办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课程思政竞赛等，让教师更加深刻地理解与掌握思政

教育内涵、意义，如何发掘极具教育价值的思政元素，进而促使

教师更好地开展机电专业思政教育。其次，中职学校应该主动与

当地的机电类企业搭建合作关系，邀请企业中的骨干人才到校举

办座谈会，将机电行业最新的发展动态、新技术、新工艺以及岗

位规范告知教师，并将这些内容融入教师专业技能与职业综合素

养的培训学习，帮助教师更好地引领学生了解行业、认识岗位。

此外，中职学校也应该与其他学校交流沟通，通过专题研究这一

载体，组织不同学校的教师对思政元素发掘、思政元素融入等展

开探讨，并在实践中探索、完善教学策略。同时，邀请校内外思

政课专家、教师进校听课评课，凝练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增

强课程思政建设实效与成果。[14]

（五）构建多维评价体系，持续改进育人效果

课程思政注重的是在学生课程学习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潜

移默化。课程思政教育成效评价与传统课程评价机制有很大的区

别，它更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和职业素养。这便需要教

师构建集学生、行业专家以及企业师傅于一体的多维评价系统，

以考试分数、在线测试和实践参与度为依据，通过问卷调查、教

师听课督导等方式，并充分发挥新兴媒体数据汇总与分析等功

能，对思政发掘、渗透等各个环节展开全面评价，由以往的结果

评价转向过程评价，持续改善机电专业思政教育成效。另外，教

师也需要紧密结合机电专业的教学目标和思政教育的要求，制定

具体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例如，在专业知识评价方面，可以通过

考试、作业、项目实践等方式考查学生对机电专业基础知识和技

能的掌握情况；在思政素养评价方面，可以通过课堂表现、参与

社会实践活动、撰写思政论文等方式考查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

责任感、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素养。[15]同时，教师还应注重对学生

的个性化指导，帮助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职业规划，促

进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四、总结

总而言之，课程思政教育可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

值引导的有机统一。所以，在中职机电专业教学，教师应在深入

解读当前国家重大战略的基础上，结合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挖

掘机电专业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并采取以下对策开展思政教

育：充分利用新兴媒体，拓展思政元素渗透路径；合理渗透工匠

精神，增强思政元素渗透效果；组织多元实践活动，内化思政元

素渗透成效；协同多方协作力量，推进思政元素渗透；构建多维

评价体系。这样，不仅可以夯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能提

升他们的职业素养，使其成为既有技能又有情怀的新时代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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