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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课中课”模式聚焦课程育人、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等全新领域，创新性地将德育元素融入知识技能培养环节，是将

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的全新突破。本文结合“课中课”教学模式的内涵，以 “三寓三式”为融合路径手段，依托试

点课程开展的课程思政改革，探索实践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程的“课中课”同向同行教学模式，为高等职业教育课程

思政建设提供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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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ntra-class" teaching mode focuses on new areas such as curriculum educ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ly integrates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knowledge and skill development. It is a new breakthrough i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ra class" teaching 

mode, using the "three in one and three in one" as the integration path means, and relying on the pilot 

course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curriculum, explores the "Intra class" peer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ng practi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various courses, and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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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随着经济结果转型和技术的进步，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更对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

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引入“课中课”理念，即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成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一、“课中课”理念的价值意蕴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实训课的

‘课中课’同向同行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得了2018年国家教学成

果奖，该成果奖主要凝练了独居创意的“课中课”思政教育改革

经验。该模式聚焦课程育人、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等全新领域，

创新性地将德育元素融入知识技能培养环节，打通了显性知识技

能培养与隐性素养培育相互促进的通道，最终凝练出基于“寓道

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三寓），具有“画龙点睛式、专题

嵌入式、元素化合式”（三式）实施标准的“同向同行”范例，成

为全国高校“课程思政”改革成功的先行者 [1-5]。

“课中课”理念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该模式立足于学生

综合素养的培养，不仅关注专业课与思政课的“同向同行”，而

且体现了技能与素养“同学同步”理念，通过精心设计，基于



2024.19 | 069

“专业课程 +思政教育”思路，建立了课前启发式教学、课中体验

式教学、课后感悟式教学的“三阶段式”教学 [6]。这种理念以实

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为目标，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二、“课中课”理念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

实践路径

（一）明确建设目标，做好顶层设计

在“课中课”理念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任

务是明确建设目标。依据职业类工科学生的岗位能力要求、对接

国家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结合职业资格证和1+X证书考

点，确定思政品德、人文素养、职业操守三大培养目标，为课程

思政建设提供方向指引。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总体目标，制

定基于“课中课”理念的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方案，设立专项课

题、开展专题比赛、建设示范课程、评选优秀案例等，对课程思

政改革的整体框架、建设思路、重点任务、条件保障等予以明

确，构建“学校统领、院（系）搭台、部门协作、教师唱戏”的

全员参与、全方位推进的课程思政工作格局，为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创造良好氛围，提供有力保障。

（二）注重示范引领，形成辐射效应

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专业课教师实施课程思政

的经验不足，而不知如何更好地发挥课程育人功能。因此，要通

过引领示范、机制创新、重点突出、以点带面，推动改革工作。

1.发挥示范课程辐射作用

在“课中课”提出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从公共课和专业课中

选择试点课程，从专业理论课角度出发，以“三寓三式”为融合

路径手段，针对试点课程的知识点、技能点，提出课程思政“课

中课”的设计思路与方法，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

理念，将课程思政教育融入到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细化课程思政

目标，强化设计与渗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

机统一，形成协同效应。以表1《汽轮机设备及运行》《应用数

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教学要点为例 [7-9]。

表1示范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课程

名称
教学内容 典型案例 思政元素 实施手段

汽轮

机设

备及

运行

汽轮机设

备认知

汽轮机结构

认知、凝气

设备认知

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画龙点睛

式”+“探

究式”

汽轮机工

作过程

分析

汽轮机级的

工作过程

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

元，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培

养爱国精神。

“专题嵌入

式”+“启

发式”

汽轮机

停机

汽轮机正常

停机操作

操作规程是确保机组安全经

济运行的指导法则，是在实

践中积累出的权威

“画龙点睛

式”+“探

究式”

汽轮机典

型事故

处理

各类典型事

故判断、处

理操作

《弟子规》中讲到事务忙，

忙多错。遇事沉着冷静，才

能准确高效的解决问题。

“专题嵌入

式”+“启

发式”

课程

名称
教学内容 典型案例 思政元素 实施手段

应用

数学

数列
贷款利息的

计算

远离“校园贷”“套路贷”，

抵制享乐主义，养成理性消

费习惯

“专题嵌入

式”+“探

究式”

分段函数
出租车计价

方式

引导学生观察社会，了解社

会，增强社会意识

“元素化合

式”+“探

究式”

函数的极

值、最值
局部与整体

生活中的“低谷”和“高

谷”是暂时的（局部），在

遭遇挫折处于低谷的时候，

不能悲观绝望，或许这是生

活和事业的新起点

“画龙点睛

式”+“启

发式”

极限的

概念

中国古代极

限思想

用我国数学的辉煌成就来启

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学

生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吸

取养分，传承祖先文化

“画龙点睛

式”+“启

发式”

2.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教师在“课程思政”教育实施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教师的

参与度是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关键。因此，要以思想引领和

价值观塑造为目标，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教师责任

意识，注重提升教师的德育意识和德育能力 [7]，选树课程思政教

学优秀教师和团队；通过专题培训、比赛、教学研讨、集体备课

等，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的理念，主动实践“课中

课”等先进教育模式，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政道德、人文素养、职

业操守。

3.推进教学手段创新

在“课中课”理念下，任课教师积极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提高课程思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施理论 +实践、第一课堂 +

第二课堂、线上 +线下、技能培训 +竞赛、学校 +企业等多种

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努力实现协同机制优化、育人特色突出。形

成以思政课为引领、实施“1+X”证书改革为契机，实施“五同

步”“三融合”人才培养工程。即发挥课堂教学、实验实训、顶

岗实习、第二课堂、技能竞赛与竞赛的同步育人功能，实现将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上与课下、学校与企业相互融通的人才 

培养 [10-11]。

4.注重凝练经验做法

注重凝练在教学团队、教学资源、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

学评价等环节的经验做法，提炼课程思政典型案例（含视频、照

片、文字等多种形式），编制课程思政指导手册等，形成具有特

色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性教学成果；学校、系部要打造一批

“课程思政”品牌课程，逐步形成品牌效应，形成可在全校范围内

实施的“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和方案。

5.推进课程评价改革

完善的评价体系是保障课程思政建设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高等职业院校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将课程思政纳入教学质量

评估体系之中 [12]。如《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秉承即时、多元、全

方位的理念，融合“线上 +线下”“理论 +实操”“过程 +结果”“能

力 +素质”等构建综合评价体系。通过智慧职教平台、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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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机床电气维修实训台，结合师生、生生评价，全过程采集

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并细化职业素养类别，形成理论知识、操作

技能为主要评价维度的过程评价。

三、高职院校持续深化课程思政的工作举措

基于“课中课”模式的实践，高职院校要更好地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目标，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目标，培养出得才

兼备的技能型人才，要持续、系统性地采取系列工作举措来深化

课程思政工作。一是明确“课中课”理念下课程思政改革的目标

与手段，有机融合专业课与思政课知识点；二是建立健全课程思

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在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等教改项目的

申报和验收中，增加对政治素养、人文素养、职业素养培养落实

的考核；三是要以各类课程为载体，将传统文化、先进文化融入

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课程教育教学中，强化政治方向和思想引领；

四是创新课程建设，创建一套符合“课程思政”教学规律的教学

文件；五是创新课程建设团队构成，组建包含专业课、思政课教

师与企业导师构成的多元教学团队 [13-15]。

四、结语

课程思政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所有学科和专业。“课中

课”理念为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课中课”的推广应用中，学校的课程思政改革初见成效。通

过明确建设目标、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方法与

手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完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等措施的

实施，有效地提升了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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