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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于高职院校来讲，思政课程的开展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还能够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承，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思政课程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历史教育的融入至关重要，培养学生爱国情

怀的过程中更增强了学生的历史意识。下文首先概述了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历史教育融入的必要性，随后讨论了高

职思政课教学中历史教育的融入原则，最后制定了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历史教育融入策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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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not only cultivates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but also facilitates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guid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view,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y 

education is crucial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s it enhances 

students' historical awareness while fostering their patriotic sentiments. The following text first outlin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histor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n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such integration, and finally develops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histor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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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职院校开展思政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历史教育的融入至关重要，已经成为贯彻落实历中央决策方针的关键途径。在高职院校当

中，历史教育与思政课程教学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对象之间存在众多共通点，推动了高职院校日常教学工作的顺利推进。

一、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历史教育融入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

历史是对中国百年奋斗的重要记载，在高职开展思政课程教

学的过程中，历史教育作为重要的课程教材，与思政课程教育目

标相吻合，学生通过思政课程掌握更多的历史信息，对于端正学

生三观来讲至关重要。在分析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高职

院校的思政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在领会知识难点的过程中会遇

到一定的阻碍，而在时代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借助故事案例、音

频、视频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资料，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

合，能够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入手，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掌握理论

知识。与此同时，在思政课教学阶段，融入历史资源，不仅能够

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丰富了课程内容，学生

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掌握重点难点知识，提升了高

职院校教师的思政课程课堂教学效果 [1]。

（二）有助于坚定学生信念

青年学生的进步离不开正确理念的指导，为了实现学生的进

步，高职院校需从学生的特点入手，在开展思政课程教学的过程

中帮助学生树立信念，培养正确的三观，为学生今后的健康发展

奠定基础。作为思政课程的关键素材，历史资料能够通过具体感

染的红色事迹感染学生、影响学生，激发学生的奋斗精神，为此

就表明，思政课程教学中历史教育内容的融入至关重要。将历史

教育融入高职思政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将我国百年历史中无

数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形成链条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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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将自身理想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在掌握更

多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素质水平，与国家发展保持

一致。

（三）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对于高职院校来讲，为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将历史教育融

入思政课程教学当中显得至关重要，通过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形

式，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内涵，促进学生爱国情况的提升。具体来

讲，教师在进行日常思政课程教学阶段，历史教育的融入不仅能

够帮助高职院校学生深入掌握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从理论层面来

看，学生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历史的厚重感，了解到历史

奋斗的不易，珍惜眼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提升学习的热情，

培养爱国情怀，努力效忠国家 [2]。

二、高职思政课教学中历史教育的融入原则

（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高校思政课程教学中历史教育的融入，需要实现历史性和现

代性的有效结合。通过回顾国家的光辉历史，理清历史发展脉

络，能够总结更多的发展经验。并且需要综合考虑时代和社会的

发展现状，合理选择历史教育内容，充分认识历史的作用和价

值，帮助学生掌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高校开展思政课程教

学阶段，需要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实现历史知识传授的同时，注

重学生时代精神的培养，感受浓厚的国家历史发展，并且领略鲜

活的时代气息 [3]。

（二）思想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

历史教育需要能够实现思想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借助事件本

身引导学生提高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高职教师开展思政课程

教学阶段，需要利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

大胆思考，深入探讨，学生自身的判断能力、思维能力显著提

升。还可以组织学生定期开展志愿者服务，参与革命遗址，通过

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感受历史文化的机会，在思

想和实践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学生的使命感明显提升 [4]。

（三）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历史教育需要有完善、系统的教育体系

作为支持。开展日常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学生的年

龄、兴趣、专业等多方面的特点。配合教学计划的调整和优化，

确保历史教育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相吻合。与此同时，历史教育与

思政课程要实现紧密地衔接和融合，建立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

课程体系。遵循此项原则，不仅可以确保历史教育工作的全方位

推进，同时有效提升了高职思政教学工作的有效性 [5]。

三、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历史教育融入策略

（一）教学内容设计构建

高效研究思政课程教学与历史教育相融合，能够有效提升思

政课程教学效果，并配合构建完善的教学内容体系。作为历中央

立足新时代、新起点，历史教育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不仅需要实

现广泛的政治动员，同时更是异常深刻的历史性教育，需要发挥

撑起的基础育人作用。为了充分发挥高效思政理论课程教学的重

要性，需要认清教学主要模式，通过历史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效

融合，借助历史教育独有的育人作用，培养责任意识较强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 [6]。特别需要重点关注国人精神谱系，融入历史经验

和智慧量大历史教育精华内容，梳理历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

教学的主要内容。另外，配合榜样示范法、启发教育法、实践教

学法、新媒体技术等，提升历史教育的活力，创新思政课程教学

方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提升学生的社会使命感，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配合新的教育观念，提升思政课程教师

的教学素养。必要情况下需要建立完善的历史教育融入机制，实

现历史文化与高职思政课程教学内容的深入融合。

（二）提升教学的针对性

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政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课堂教学环节尤为

重要，是向学生传播知识的主要渠道。进行的历史教育阶段，需

要充分展现教师的引导作用，以历史学习为引领，强化学生思想

素养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成效。首先，相关教师需要深

入了解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严格按照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以及

相应的教学思路，实现历史知识、实际案例、论述精髓的有效融

合。其次，在高职学生主要的业务层面，应当找准历史进程与专

业发展的融合点，通过分组讨论、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大胆探索。并且结合教学内容，选取相应的经典影

视作品，为学生布置观后感作业，在彼此讨论、教师答疑的过程

中，学生能够从更全面的角度了解历史实践，树立正确的社会观

和价值观 [7]。

（三）实施红色资源整合

思政教学工作开展阶段，新媒体平台的合理运用为教学工作

的顺利高效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将所整理收集的历史故

事、红色人物、影视资料等历史相关资源应用到学生的日常历史

教育工作中，通过多种素材的有机融合，提升了教师的日常课程

教学效果。比如说，思政教师借助超星学习平台能够根据具体的

思政课程章节整理相关的历史教育视频资料、案例资料等。现阶

段喜马拉雅新媒体平台已经走进了中所社会公众的视野，在此平

台收集整理历史教育系列节目，不仅调动了思政教师运用新媒体

的积极性，并且也能够为学生了解思政课程相关的历史知识提供

音频和视频参考，实现了二者结合育人作用的最大化发挥 [8]。

（四）创新教学方法

高职进行思政课程教学工作中，传统的教授方式存在趣味性

和互动性不足的问题，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时代不断发展

的带动下，历史教育与思政课程的有效融合需要积极利用情境教

学、案例教学、小组谈论等多种趣味性的教学模式，大胆地表发

自身的见解，积极参与问题的讨论。另外，在多媒体技术发展的

影响下，教师可以利用音频、视频等丰富课堂教学形式，以生动

形象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9]。对于历史教育工作的深

化来讲，日常的实践教学工作必不可少，高职可以组织学生参观

革命遗址、红军纪念馆等，帮助学生领悟革命精神，真切地感受

国的发展历史。并且还可以组织历史主题的社会调研、演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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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实践活动，从多角度入手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认

同感。

（五）丰富校园文化活动

高职思政课程教学过程中，沉浸式教学方式是历史教育融入

的主要方法，通过进行课程内容的延伸，引导学生自主阅读、主

动探索，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在日常阅读中能够掌

握更多的历史知识。通过建立主题书房，为市政开展各种活动、

社会活动、历史学习提供了新的契机，丰富了历史教育与思政课

程融合的教学资源，在主题书房中，学生受到周围氛围的熏陶，

能够静下心来领悟书籍中的主题，形成了健康和谐的阅读氛围，

推动了历史教育与思政理论的有效结合 [10]。

四、结束语

总之，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政课程教学工作的过程中，为了保

证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力，需要积极借助历史教育

资源，实现历史教育与思政课程的有效融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够坚定步伐，维护国的利益，为国家的发

展壮大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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