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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技术赋能中职思政课堂有效教学的策略研究
陆颖茵

阳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阳江 529600

摘      要  ：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成为当前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也为教学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在

此背景下，中职思政课程的教学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发生转变，传统教学手段逐渐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为

教师优化教学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本文以中职思政课堂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中职思政课的教学

特点和学生的学习特征，明确了教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并结合数字技术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

对中职思政课程的教学创新起到借鉴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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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e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curr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ing work.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have chang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ans are gradually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providing more 

room for teachers to optimize teaching design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clarifies the basic ideas and goals of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analyzes and discuss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oping 

to play a reference role in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Keywords :     intern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eaching 

innovation

一、中职思政课教与学特点分析

（一）中职思政课的教学特点

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养，使他们树立正

确价值观的学科，它是不同学段学生、不同专业学生都需要学的

课程，它始终贯穿于教育体系的整个环节，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就中职院校思政课程的教学特点看，一般包

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受教育对象具有特殊性。中职阶段的学生与普通中学

生相比，他们的学习基础薄弱，他们大多数在中考中失利，容易

对学习具有负面的情绪。为此，教师在思政教育过程中应做好引

导，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心理特点，进而针对性地开展教

学，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成效 [1]。

其次，学科内容具有前沿性。思政课程的内容会根据当前社

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新的思想理念不断应运而生，制度和政策

也会不断变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根据教学大纲调整教学内

容，进而体现出学科知识的特点，将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在一

起，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前沿性知识 [2]。

最后，课程目标的职业性。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企业和社

会培养出职业型人才。因此，教师在开展思政课程期间，不仅应

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掌握情况，还需要关注学生的职业能力、职

业素养发展情况，进而让学生掌握关键的技能，更好地适应职场

生活。学生在毕业后，也能够顺利完成就业，在工作中实现个人

的价值 [3]。

（二）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

中职院校学生具有特殊的教育特征。针对学生的特点展开分

析，应从学生的心理情况、在学习上的优势和缺陷这三个方面进

行，保障教学设计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第一，学生学习心理。中职院校学生处于青春发育的关键时

期，这一阶段的他们容易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在心理、情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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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产生问题。如果教师不注重对学生的指导，学生则会出现学习

效率不佳的问题，这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发展。中职学生并

不是广泛定义的“差生”，他们只是没有掌握合适的学习方法，

学习效率较低，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消极心理 [4]。

第二，学生的优势。中职生虽然在文化成绩方面相对落后，

但是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因此，很多中职

生在入学后会在学习中表现得尤为积极，并且他们的实践能力也

比较强。在技能型人才教育目标的引领下，学生可以树立良好的

学习意识，增强实践能力，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个人的

实践能力 [5]。

第三，学生的缺陷。对于中职生而言，他们的学习缺陷和不

足同样也是影响他们学习质量和成效的重要因素。在传统教育思

想的引领下，学生仍然会被按照成绩划分层次，有部分学习基础

薄弱的学生会被划分到中职院校，这也会导致学生的学习信心下

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产生消极的状态，难以主动参与到学

习活动中，课堂教学效果不佳。为此，教师应基于学生的实际

情况，充分考虑学生的能力发展情况，进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 [6]。

二、数智技术赋能中职思政课堂有效教学的策略

思政课作为培养学生品德、开展法律教育的课程，在中职生

的思想认识形成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数智技术应用于中职思政

课教学中，有助于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丰富教学内

容，弥补传统课程中的不足之处。为此，教师应做好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形式，提高教学成效 [7]。

（一）创新教育理念，分析学习能力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其教学思想和教学观

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学的成效。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中

职思政教师应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依据学生的学习基础

开展教学，尽量避免让学生进行死记硬背，应转换思维，形成开

放性、创新性的思维，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实现个性化学习 [8]。

在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学中，大多数教师根据教材的知识点进

行分析，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让学生完成题目，从而巩固理解

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此类教学模式较为固定，教师为学生

讲解知识点，学生深入理解学习。然而，由于学生自身的学习基

础和能力较为薄弱，他们在枯燥的学习课堂中难以被调动注意

力，学习效率不佳。针对此类情况，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数智化的

教学技术，引入个性的教育理念，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理

解和尊重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为职业教育工作的

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9]。

（二）创新教学形式，构建智慧课堂

在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学中，教师会采取统一化的教学，对学

生进行单一的知识讲授，学生的学习质量不高。而在互联网时代

背景下，智能化手段能够精准定位所有学生的状态，依据学生的

学习需求开展教学工作，满足个性化的教学需求，进而提高教育

的质量。例如，在超星学习通软件中，教师为学生提前布置学习

任务，让学生在课下完成任务，系统自动整理学生的学习情况。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教学计划，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从而实现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更好地弥补传统教学中的“一言

堂”缺陷 [10]。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应引入现代化的教学资

源，构建数字化的智慧课堂，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知识 [11]。

一方面，教师应有效利用数智化的教学工具开展教学，营造

良好的教学氛围，使学生沉浸于学习之中。中职思政课的教学内

容以德育教育、法律知识教学为主，其教学内容相对难以理解，

很多学生对其兴趣不强。如果教师不转变教学的思想理念，只是

利用口头讲解的方式开展教学，则会让学生出现负面的学习心

态。因此，在信息化时代，教师应有效利用数智化的教学工具，

丰富教学内容，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让学生专注地学习。另一

方面，教师应有效利用智能化的工具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在

合作中解决问题。现阶段，很多中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强，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构建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充分考虑学

生的个性化特点，构建智慧教学模式 [12]。例如，教师在“顺境”

和“逆境”教学时，让学生运用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学会有效

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教师在教学中应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

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总结小组的观点，随后上传到信息平台，学

生能够在平台中看到其他小组的观点，这样有助于学生相互学习

和分享，进而形成辩证思维 [13]。

（三）充分借助平台，实现互动学习

首先，教师应选择与教学内容相关并且能辅助教学的平台。

课上使用此类平台有助于服务教学内容，让学生沉浸于其中展开

学习，提高教学的成效。其次，给出明确的学习任务和学习情

境，让学生带着问题沉浸于学习活动中，并不是简单地让学生自

主学习。最后，遇到一些较难操作的技术，教师应在教学前做好

实现的调试和准备，让学生按照简单的操作提示完成工作。在进

行线上线下交互式学习时，教师需要事先检查网络设备，保障平

台能够顺利登录，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成效。使用 VR眼镜时，需

要让学生了解哪些按键能带来哪些效果，让学生安全地使用 VR

眼镜。

例如，在“职业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教师讲解“法律

程序”的知识点时，可引入 VR技术让学生“沉浸式”地参观法

庭。教师不能只让学生观看 VR资源，还需要在观看前设定问题，

让学生带着目的思考并学习。其中，教师设置问题：法庭的正中

央、两侧的席位分别是什么？坐在席位上的人分别有哪些职责？

又比如，在讲解“宪法的主要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登

录“智慧平台”，引导学生自主参与到知识生成的过程中，让学

生通过合作学习总结所学的知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师

可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设置问题：在我们身边，你们能够发现公

民有哪些政治权利呢？请结合我们的实际生活进行分析。公民行

使权力的机会有哪些？教师引入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让学生进行

充分的讨论和学习，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能够深化对知识点的理

解，进而形成民主意识。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引入多媒体教学

资源，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学习知识，加深对知

识点的理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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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评价方式，培养智慧学生

在以往的中职思政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一般

是课上表现和成绩考核两种形式。这种传统的评价方式并不能充

分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对于学习基础较弱、学习能力差的学生

而言缺乏合理性。有的学生努力参与课堂学习，但是短时间内并

不能取得好成绩，这种单一的评价形式会导致学生的学习信心备

受打击。为此，教师应转变教学评价的方式，利用智慧化的教学

技术，借助问卷星、秒应等智能化工具，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

考核，生成学生的学习档案，并记录学生的进步情况。教师还可

以针对学生的课堂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学习结果进行全面评

价，利用 UMU互动、班级优化大师等智能系统引入到学生自评和

互评制度中，进而避免出现教学评价单一的问题，保障评价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 [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数智化技术为中职思政课堂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在中职课程教学中，教师利用各类数字化教学技术实现精准

教学，丰富了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

课堂教学中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有助于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实

现更加高效、互动、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中职思政课也将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进而培养

出新时代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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