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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岗位实习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是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对于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而课程思

政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课程思政融入岗位实习，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因

此，在岗位实习期间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对于高职学生具有重大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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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

quality talents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actical teaching, post 

internship is a crucial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practical abil ity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post internship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cultivate their national aware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mote their personal growth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erefore, carrying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during post intern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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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学生在岗位实习教学活动中表现的行为特点

由于教育背景和职业定位的不同，高职学生的职业定位相对

较为明确。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更加急切和务实，因为他们通

常更早地面临就业压力，并且更加注重实际的工作机会和薪资福

利。岗位实习作为就业前的重要环节，是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际工作环境的机会，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兴趣、优势和

潜力，进而明确职业规划和未来发展方向。实习经历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路径，为未来的职业发

展做好准备。

通过问卷星平台，对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工

程系的250名毕业生进行调研，其中男生94人，女生156人，年

龄集中在20-23岁。了解学生对岗位实习的认知及实践情况。调

研内容涵盖学生对实习的认识、实习行业的选择、实习期间的薪

水、期望工作时间、实习中的顾虑等十三个方面。

从表1数据的统计来看，大部分的学生对于岗位实习的认知是

认为岗位实习是学校实践的一部分，大家倾向于找到和专业对口

的工作，在工作中，希望能得到一个居中的薪酬水平，期望每日

的工作时长在8小时以内，目前对于就业的态度是先就业从低层次

做起，逐步想目标奋斗。在对于每月的休息时间的期望上，分布

比较平均，期望休8天以上的只占比14.4%。在对于实习单位的性

质选择上，一部分同学倾向于国企或政府机构，一部分同学对单

位性质不在乎，认为都可以。

综上，可以看出，学生们对岗位实习有明确的认知，在实习

过程中倾向于专业对口，更容易上手工作，就业的态度较好，对

每月的休息时长要求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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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岗位实习认知问卷分析

表2 岗位实习过程中思想和行为特点问卷分析

从表2的数据统计来看，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较担心的是专业胜

任能力和沟通能力，这也符合高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即理

想信念和价值观主流正确，但行为和认知水平较低，实践能力强

但专业知识掌握较差［2］。

综上，高职学生在岗位实习教学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行为特点

主要体现在角色适应与身份认同、工作态度与行为表现、心理变

化与应对能力几个方面。学生面临角色转变困难，双重身份冲突

的困境；在工作中，不同的岗位带给学生工作态度有差异 ；工作

过程中，学生经历新鲜期与疲劳期，在实习初期和后期的心理变

化，以及应对挫折的能力不同［3］。

二、岗位实习活动中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价值引领与品德塑造

岗位实习期间，学生身处真实的工作环境，接触社会多元文

化和价值观。通过课程思政，可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各种

社会现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课程思政强调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核

心价值观，能够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和为社会服务

的意识［2］。

（二）提升职业素养与竞争力 

职业素养是学生进入职场的关键因素。课程思政可以在实习

期间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教育。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

让他们明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懂得珍惜实习机会，认真对待每

一项工作任务，无论大小都全力以赴。比如在实习岗位上，面对

繁琐重复的工作内容，凭借敬业精神坚持高质量完成，能够赢得

企业的认可和信任。另一方面，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在实

习项目或团队任务中，引导学生学会与不同背景的同事沟通合

作，理解团队目标高于个人利益，通过相互支持和配合实现共同

目标。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更容

易获得企业的青睐和长远的职业发展机会。

（三）增强学生对行业和社会的认知 

岗位实习为学生提供了直接接触行业和社会的窗口，而课程

思政则可深化这种认知。在实习活动中融入思政元素，能够帮助

学生了解行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以及行业在国家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3］。例如，在制造业实习的学生，

可以通过了解我国制造业从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过

程中的政策导向、技术创新突破以及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等，

增强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解和对自身专业使命的认知。同时，还

能使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与行业的关

联，培养学生的社会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在未来的职业规

划和工作决策中充分考虑社会因素，积极推动行业与社会的良性

互动与和谐发展。 

（四）促进校企文化融合与协同育人 

学校和企业有着不同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在岗位实习中

实施课程思政有助于促进校企文化的深度融合，实现协同育人。

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理论知识体系，而企业则强调实

际操作能力和市场适应性。课程思政可以作为桥梁，将学校的育

人理念与企业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例如，企业的创新文化、效

率文化、质量文化等可以与学校倡导的创新精神、工匠精神、严

谨治学态度等思政元素相互呼应。通过在实习过程中引导学生感

受和理解校企文化的共性与差异，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企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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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企业输送更符合其文化需求和发展战略的人才，加强

校企合作的紧密度和有效性，共同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有利

条件。

三、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一）实习前的思政教育规划与引导 

1.开展专题讲座与培训

学校在学生参加岗位实习前，组织系列专题讲座。邀请企业

高管、行业专家分享企业价值观、职业道德规范及行业发展中的

思政元素。例如，以“工匠精神在现代制造业中的体现”为主

题，讲述一线工人如何凭借专注、执着与创新精神在平凡岗位上

取得非凡成就，让学生在实习前对职业精神有深刻认知。同时，

开展法律法规培训，如劳动法规、知识产权保护法等内容，增强

学生法律意识与合规观念，使其明白在实习工作中遵守法律底线

的重要性。 

2.实习动员大会融入思政元素

在实习动员大会上，除了介绍实习的常规安排与要求外，着

重强调实习对个人成长及社会价值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实习心态，将实习视为锻炼自我、服务社会的机会，而非单纯的

任务。例如，讲述优秀校友在实习期间如何克服困难、积极进

取，最终实现个人职业目标并为企业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故事，激

励学生在实习中勇于担当、积极奉献，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

使命感。 

3.制定思政导向的实习目标与计划

结合专业实习要求，为学生制定具有思政导向的实习目标与

计划。要求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专业技能，还要关注企

业的文化建设、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例如，在酒店管理专业的

实习计划中，明确学生除了完成客房服务、餐饮管理等专业任务

外，还需观察酒店在节能减排、员工关怀、社区服务等方面的举

措，并思考这些举措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的影响，将相

关观察与思考记录在实习日志中，作为实习考核的一部分，以此

引导学生在实习中全面提升自身素养，将思政教育贯穿实习始终。 

（二）实习过程中的多维度思政融入 

1.企业导师言传身教

企业为每位实习生配备导师，导师在指导专业工作的同时，

注重思政教育的渗透。在日常工作中，导师以身作则，展现良好

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如在工程设计企业，导师在带领实习生

进行项目设计时，严格遵循设计规范与标准，注重细节，对每一

个数据都认真核对，向学生传递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

导师通过讲述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经历，如面对项目压力时如何

坚守诚信原则、如何与团队成员协作克服困难等，让学生在真实

的工作情境中感受职业精神的内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

值观。

2.企业文化与思政融合教育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企业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在活动中感受

企业文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企业的文化活动往往蕴含着丰富的

思政元素，如企业的团建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与集

体荣誉感；企业的公益活动则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实习

项目任务分配与执行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内容。根据项目特

点，引导学生关注项目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在项目实施中践

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社会责任［3］。

（三）实习后的总结与反思强化思政效果

1.实习总结报告中的思政体现

要求学生在实习结束后撰写的总结报告中，专门设置思政板

块。学生需要回顾实习过程中所遇到的与思政相关的事件、人物

与感悟，分析这些经历对自己思想观念与职业素养的影响。

2.实习经验交流与思政分享会

学校组织实习经验交流与思政分享会，让学生们相互分享实

习中的思政收获。在分享会上，学生们可以讲述自己在实习期间

遇到的道德困境及解决方式，如在处理企业商业机密与个人信息

获取需求之间的矛盾时如何抉择；也可以分享在企业文化熏陶下

对团队合作、创新精神等职业素养的新认识［3］。通过学生之间的

互动交流，拓宽思政教育视野，加深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思政

教育内涵的理解，同时也激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未来的职业

生涯中持续践行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与道德规范，将实习期间的思

政教育成果转化为长期的个人素养提升动力。 

3.实习考核中的思政评价指标

完善实习考核体系，将思政表现纳入考核指标。除了专业技

能考核外，对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职业道德、团队协作、社会责任

意识等方面进行评价［3］。例如，通过企业导师和校内指导教师评

价、实习单位反馈、学生自评与互评等多维度方式，综合考量学

生的思政素养。通过明确的思政评价指标，引导学生在实习过程

中重视思政修养的培养，同时也为学校与企业提供了全面评估学

生实习效果的依据，促进课程思政在岗位实习中的有效实施与持

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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