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67

“大思政课”视角下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学改革路径探究
黄功军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四川 达州  635711

DOI: 10.61369/ETR.20250023031

摘      要  ：   “大思政课”视角下，如何立足大视野，全方位地整合育人要素，搭建大育人平台，开发大育人资源，构建大育人格

局，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将“大思政课”理念贯穿于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实践全过程，成为中职学校提升思政育人与

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述“大思政课”的内涵，以此为抓手，阐述中职思政课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中职思

政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并聚焦系统观念、协同教研、议题互动、联动育人四个方面，探讨中职思政课教学改革路径，

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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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ow to base on a broad vision, 

comprehensively integrate educational elements, build a large - scale educational platform, develop 

educational resources, construct a grand educational pattern, deepe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run the concept of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connotation of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akes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ound the necessity of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focus on four aspects: systematic concept,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pic - based 

interaction, and joint - action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reform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 - quality skill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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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年7月25日，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统筹社会各方面资源，促进“大思政

课”建设，为新时代中职思政课程建设与教学创新提供了方向。“大思政课”是在思政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思想发展与道德素养发

展规律，整合线上线下、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的思政育人资源，构建横向连接学校与社会，纵向贯穿大中小各个学段的思想政治课程教

学生态。立足“大思政课”视角，树立“大”的育人格局，以开阔的视野进行教学创新与探索，促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思政课”视角下中职思政课改革的必要性

（一）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现实要求

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背景下，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与职业

素质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 [1]。但是，新时代下涌现出诸多新技

术、新媒体、新社交工具，多元化的思想和文化观念给中职学生

学习、生活态度带来了新冲击。中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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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中职思政课教师有必要从中国国情

出发，摆脱传统的思政教育理念，站在大的视角，分析为什么要

培养时代新人、培养什么样的时代新人、如何培养时代新人的问

题，并从大的育人格局出发，开阔教学视野，增强自身价值观引

导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

（二）提高思政教育质量的客观需要

思政课是中职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教师肩

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使命。思政教育要顺应时代

发展的“大”势，立足国家战略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大逻辑”，

聚焦思政课在道德塑造和价值引领方面的“小切口”，从创新性

和系统性角度出发，构建“大思政课”育人生态，重塑思政教育

格局 [2]。在科技创新与人才竞争的背景下，思政课是传递正确价

值观、人生观和就业观的载体，更是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创新精

神与家国情怀的核心路径。由此，中职思政课教师有必要树立

“大思政课”观念，打破既定思政教育体系壁垒，构建贯通学生成

长发展全时空的思政育人链条，让思政课突破单一的理论讲授模

式，构建“沉浸体验”与“知行合一”的育人生态，实现思政教

育覆盖的全面性与实效性，推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落实协同育人理念的内在需求

“大思政课”要求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力量联动育人，

凝聚育人合力，并发挥思政课对家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与社会

实践教育的引领作用，落实协同育人理念，稳步推进“三全育

人”格局形成 [3]。在“大思政课”视角下，中职思政课教师有必

要树立协同育人理念，扩展思政育人的范围和领域，主动加强与

校内各个部门、各学科的联系，共同开发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加

强实践教学与校内外协同，有机衔接家庭、企业与社会等育人环

境，运用鲜活的社会教育资源和案例，开发思政课程资源，构建

特色化的思政课程体系，落实协同育人理念。

二、“大思政课”视角下中职思政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有待更新

部分教师尚未及时更新教学理念，未能跟上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协同发展趋势，限制了思政课教学改革步伐。在“大思政

课”视角下，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重要育人导向，但

是，部分教师的教学理念未能紧跟时代发展，尚未从“大思政”

角度落实教学改革，将教学视野局限在教材内，缺乏职业特色与

时代特色 [4]。

（二）教学内容缺乏广度

中职思政课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性和新颖性。在“大思政课”

视角下，思政课应紧跟时代发展，体现思想性、综合性和时代

性 [5]。但是，当前部分中职思政课教学内容与社会热点与现实生

活脱节，缺乏深度和广度，教师也鲜少设置时事热点议题，使学

生仍将思政课看作说教课，导致其学习积极性不高。

（三）教学方式创新不足

中职思政课教学方式和方法创新性不足。在“大思政课”视

角下，教师应顺应教育信息化、数字化趋势，运用先进技术手段

和教学理念，优化思政教学模式 [6]。但是，部分教师对前沿教育

理念和技术工具的了解不足，掌握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不够先

进，设计的教学活动相对单一，难以适应“大思政课”的建设

要求。

（四）教学资源范围局限

中职思政课教学资源的收集范围存在局限性。受限于教学观

念，部分教师习惯性地从教辅中搜集教学资源，对学生专业方向

的思政资源挖掘不充分，尚未与其他学科教师建立起协同育人关

系，思政课的教学资源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三、“大思政课”视角下中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路径

（一）以系统观念为导向，构建多元协同育人体系

在“大思政课”视角下，中职学校应树立系统观念，从整体

上分析思政教育要素和配置，从课程体系创新、优质课堂创新与

多元育人等方面入手，制定思政课教学改革举措，打造以精品思

政课为核心的协同育人体系。首先，学校应坚持问题驱动导向，

结合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收集他们关心的、存在疑难的问题，以

及思政课教学重点和难点，建设思政课教学问题库，并组织思政

教师从“大思政课”建设角度出发，以时代热点、红色经典和社

会实践为主题，开发网络思政课示范课 [7]。在实施过程中，教师

团队应深入分析和研究思政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与数

字化技术，搜集地方特有的文化育人资源，专业方向的工匠精神

育人资源，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其次，学校应搭建“大思政

课”建设平台，邀请思政课、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师，深入分析

“大思政课”建设要求，积极提升自身数字素养，开阔教学视野，

并针对不同专业学生要具备的职业素养和思想发展特点，开展以

时代性议题为核心的教学活动，创新思政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思

辨能力。此外，学校应依托校企合作平台，校内开展劳模进校

园、工匠大师行等活动，校外邀请企业人员担任德育导师，在实

习和就业岗位上开展德育指导工作，塑造学生工匠精神，培养其

职业素养。将校内学习环境与校外实训环境结合，打造思政理论

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大思政育人格局，促进学生将先进思想观念

践行在行动中。

（二）以协同教研为路径，开发红色育人课程模块

建设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课程群，是中职学校建设

“大思政课”的重要领域。学校应加强协同教研方向的顶层设计，

邀请思政课、专业课与公共课教师，建设教研互动共同体，利用

学校优势师资与教学资源，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首先，学校应

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研模式，搭建思政育人智慧教研平台，

邀请中职精英教师、高校教育专家，开展校本教研活动，构建具

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大思政”课程群 [8]。在教研过程中，教师团

队聚焦中职教育特点，打造具有实践特色的教学群，将思政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与课程大纲中，利用思政教育优势

力量，促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思政教师借助教研互动契机，

联合专业教师，开发贴合专业方向的实践性教学资源，将学生就

业岗位中的社会热点、真实案例和话题融入思政课教学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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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的广度。此外，教师团队应挖掘地域性传统文化，整合

地方人文资源、红色资源，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思政校本课程，

利用思政课、课堂教学与校园活动，宣传先进人物与红色文化。

（三）以议题互动为主线，打造优质思政教学模式

在“大思政课”视角下，教师应紧跟先进教学理念和技术的

发展趋势，围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设计问题为引导、议

题探究为核心的议学互动教学模式，促进思政理论知识与实践行

动结合，打造优质思政课堂 [9]。在课前，教师坚持问题引导，结

合思政课内容，设计自学性问题，让学生通过线上预习和分析，

了解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主要学习内容和课堂学习活动，培养其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自主性，增强教学活动的吸引力。在课中，教

师把握议题教学主线，设计“1+4+1”教学模式，“1”指的是一

个中心议题，根据课程需要可以增加2 － 3个议题，采用小组探

究的方式开展互动探究活动；“4”指的是教学线索，教师要扮演

好引导者角色，利用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和质疑，并通过创设议

题对应的情境，激活学生的思辨思维，推进教学活动，最终解决

学习问题；“1”指的是议学拓展，教师要制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任务，引导学生结合所学的知识，运用在校园服务、实践训练

或社会实践环节，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衔接，促进学生理解

和内化理论知识。课后采用多主体多维度评价，除了思政教师评

价，设计家长评、同伴评和学生自评等环节，从学习态度、课堂

参与、日常行为等方面，实现线上线下追踪评价，及时反馈学生

道德行为表现。

（四）以联动育人为关键，塑造大课堂育人格局

联动育人是拓展思政课堂育人环境，促进中职思政课教学改

革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建设大校园育人格局，从学生专业、兴

趣爱好和特征出发，开发校本思政课程，采用综合实践、劳动教

育、志愿服务、素质拓展、实训参观等方式，引导学生将思政理

论转化为实践 [10]。建立思政课内外联动的考核机制，学校应运

用大数据技术，从思政课、班主任和其他教师处，统一搜集学生

课内与课外表现，将日常表现作为思政课考核的一部分，提高思

政育人质量。其次，学校应建立“大思政课”赛课机制，举报微

课、公开课和示范课评课和赛课活动，注重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

相互帮助、相互促进，提高思政课建设与课程思政建设水平。在

此过程中，思政教师可以与专业教师合作，加强交流和反馈，不

断优化课程教学方案，将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红色

文化与思政教学内容结合。此外，教师可以运用 VR与 AR技术，

用好乡村社区、工矿企业、红色研究基地的教育资源，打造沉浸

式的实践课堂，并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研学活动，让学生经历

实地调研、走访先进人物、实习实践，塑造大课堂育人格局。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思政课”要求教师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扭转

传统德育理念，让思政育人工作走出思政课堂，突破思政教材，

全面整合、融合与运用来自社会的育人元素，让学生在课内外成

长进程中，随时随地都能接受先进思想道德观念的熏陶。因此，

教师应立足“大思政课”视角，突破单门课程的边界，整合思政

课、课程思政、实践活动、社会化实践等要素，构成一个全方

位、立体化的思政育人格局，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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