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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

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9]

指出，高校要结合各个专业学科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

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建设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时提出了“培养人”的三个问题。

养老行业是注重实践操作的行业，人才培养的水平将直接影响整

个行业的发展。所以不仅要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

么培养人？”更要引导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成为这样

的人？怎么成为这样的人？”从社会需求角度来告知学生“社会

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达到高度匹配，才

能更好推动行业发展。

（一）研究目标

当前课程思政改革进入关键期，要坚持课程思政与其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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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同向同行的内在逻辑关系，把握两者之间的交叉耦合点，在

专业课程中以正确的方式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为专业课程中渗

透思政教育打下坚实基础，更好地实现树德立人的根本目标。本

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面向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同学发放问卷，

通过学生的直观感受和需求，探索协同育人路径。

（二）创新点

1.“协同育人”路径探索强调了教师、辅导员双支队伍育人的

不同维度，从而加强育人效果。

2.课程应遵循思政育人与专业育才相结合，思政教师与专业

教师相结合。

（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人口老龄化催生了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市场，同时催生了高

等教育中养老专业人才的培养。国人传统思维对各高校中养老专

业的开设与招生带来的很大的冲击，所以在高素质养老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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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重塑学生对养老行业的传统观点是教学

设计的重中之重。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对高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过明确要求：“要用

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二、文献综述

王亚力在《《管理学》课程教育教学的协同育人的路径分

析》[5]一文中讲道：“任课教师在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时，需要

加大与任课班级辅导员的沟通交流，增强对学生及专业的认知和

了解，努力从统一协同育人思想观念、增强两支队伍育人合力、

改进育人队伍工作方法三个维度，实现与辅导员的协同育人，不

断增强立德树人的育人效果”。强调了教师、辅导员双支队伍育人

的不同维度，从而加强育人效果。

基于协同育人理念的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始终坚持“学生”为

核心，通过实施协同育人、分别施教的“协作型”教学体系，为

当前创新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注入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与竞争氛围，

激发、唤醒了学生参与思政学习的内在动力。[1-3]

于芳、徐玉梅在《医学人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

逻辑要求与实践路径》[4]一文中讲道：“医学人文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协同育人是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医学人

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应遵循思政育人与专业育才相结

合、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相结合、理论思政与实践思政相结合、

传统线下与现代线上相结合的逻辑原则 [8]。强化顶层制度设计、

深化课程思政内容、优化师资队伍建设、细化教学活动环节、量

化评价激励机制是推进医学人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

实践路径”。课程应遵循思政育人与专业育才相结合，思政教师

与专业教师相结合，再一次强调了辅导员在课程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

《协同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困境及对策》[7]一文中

讲道：高校思政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不同的育人

主体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很多高校在自身思政教育实际情况基

础上开始了将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等进行融合的探索，开展了协同教育 [6]。

《环保理念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模式的路径研究》

一文中讲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正深刻影响着

当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学习方式等方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便是

基于此环境而产生的较新教育领域。将环保理念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与学校其他课程相互渗透，引入环保知识，从而实现相互渗

透、同频共振。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模式还需要通过

课程设计来实现；构建网络平台，打造高效率、高容量的协同育

人平台。实现资源共享较大量、师生交流较大化 [10-13]。

三、结论

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针对上过本次课程的两个年级的

学生发放问卷，通过向已参加过本门课程的同学以及正在参加本

门课程的同学发放问卷，回收79份问卷。了解到有76%的同学是

了解课程思政的，但是有一半的同学没办法准确分辨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并且80%以上的同学认为专业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

素是必要的，60%以上的同学十分喜欢在专业教学中融入案例的

讲解这样的思政因素，有80%以上的同学认为思政课程与专业课

程协同育人对提升您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有一定的影响，60%

以上的同学表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对自己的职业素养有较大的影

响，77%的同学表示自己未来就业不会转行，依然会选择从事养

老行业。

根据问卷调查可以发现，直接讲授思政理论的内容，学生的

可接受度不高，学生更愿意听一些关于案例分析、故事类的思政

元素。所以在本次研究中，结合所授课程进一步挖掘专业课程思

政元素，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建设相结合，实现协同育人。

（一）推进课程思政元素的发掘，构建协同育人主渠道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学理念，课程承载思政元素，思政赋予课

程寓教于乐的元素，这要求教师在课堂设计和教学中要对思政元

素进行进一步的挖掘，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系，要做好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区分，使课程思政承载育人的

功能，发挥育人的作用，促成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和专业素养的全

面提升，深度发掘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中实现学生在专业发展中的价值塑造，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思

想政治教育 [15]。

对于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老年人健康评估》这一

课程的思政教育依托于老年医学，老年社会学、老年康复学、老

年流行病学、老年康复医学，以生命观（仁安、尊重）、求学观

（创新、思辨）、职业观（严谨、奉献）为思政灵魂，共同推进协

同育人主渠道的建设。

（二）拓展第二课堂平台，融合专业育人与思政育人元素

第二课堂建设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平台，因此在教学

设计中融入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创新创业等第二课程要素显得

十分重要，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说，要避免读死书、死读书，

更重要的是要将所学知识融入到实践中去，深入到专业建设和专

业发展中去，拓展第二课堂建设和考核标准，也有利于产教融合

与校企合作，让学生提早一步进入基层，在实践中进行思政教

育，自己做自己的思政小老师。让学生接触“真人、真事迹”，

收获心灵的震撼和自我效能感，以此对学生进行思想的启迪，从

而内化为专业学习的动力和做人做事的职业道德，实现专业育人

与思政育人的完美融合。

（三）构建全过程评价体系，将第二课堂成绩和课程成绩相

结合，发挥好辅导员与专业课老师的协同作用，共同推进学生

发展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 [14]，是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支骨干力量，与思政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一

起，在课程思政运行过程中肩负着育人的主体职责。构建全过程

评价体系，辅导员老师也是评价中重要的一环，协同育人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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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建设的直接目的和实践要求，同向同行则是实现协同育人的

主要原则。辅导员在育人工作中一直处于一线，与思政老师、专

业课老师共同承担育人的重担，是三位一体育人的重要一环，且

与其他两个老师角色优势互补，为避免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思

政泛化”“事事谈思政”死板的、一刀切式的课程思政，辅导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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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可利用自身工作专长针对不同的课程特点、思维方式和价值理

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专业课程知识中意识形态进行侧重点

挖掘，充分发挥队伍之间的优势互补作用，加强队伍之间的协同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