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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课程思政，尚没有一个一致的界定，理论

界一般认为“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即为课

程思政[1]。悉数高职院校种类繁多的专业课程，无论

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无一例外地都内置思政

元素， 任一专业课教师都具备实施思政教育的条

件。 为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教师从事教学活动时

所展现出来的将专业知识、教学技能与个性特点有

机融合的专业化的行为特征，是为教学能力，其包

括一般教学能力和特殊教学能力。教学实践全过程

中，教师了解与把握学生身体状况与学习态度的观

察能力以及预测与判断学生发展趋势的思维能力

等皆为一般教学能力，而分析与驾驭教材、选择与

运用教法、组织和管理课堂等从事具体教学活动的

专门能力，则是教师的特殊教学能力。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科技的不断

进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凸显。 国内外各种

思潮不约而同地涌入大学校园， 使大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乃至行为方式都受到影响。为

此，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对

各种思潮的鉴别能力，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

课题。 课程思政是一种新的思政工作理念，是高校

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于专业课程教学中不露痕迹地引入思政元素，胶漆

相投教书与育人，既是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

针与政策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内在需要[2]。教师乃立教之本，是实施课

程思政的执行者和落实立德树人的生力军，直接关

联思政育人成效。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课程思政

背景下一种特殊的教学能力。自课程思政概念问世

以来，对这一特殊教学能力的研究方兴未艾。因此，

基于教学能力视角探讨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的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3]。

一、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实施课程思政优势分

析

（一）专业课程包含丰富的思政元素

高职学生多数在十八岁至二十二岁，正值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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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能、成熟情感心理与形成价值观念的黄金时

期。“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

心引导与栽培。 ”[4]在这一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家

长对孩子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思想指引往往力不从

心，仅仅依赖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思政课教学引导以

及辅导员的班级管理教导也是难遂人愿。任何一门

专业课程都从不同侧面包含丰富的思政元素，不同

学科领域的专业课教师有着各自的独特优势，思政

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比如，在讲授解剖

学基础课程时， 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生命的价值，启

发学生审视医生的责任， 培养学生的仁爱之心；在

讲授会计学原理课程时， 可以强调遵守会计准则，

反对弄虚作假，形成诚信意识；在讲授软件工程课

程时，可以通过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介绍以及分

析相关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纠纷，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树立产权保护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素

养与法治精神。 依托专业课程课堂教学，在讲授专

业知识与训练实操技能的过程中适时地嵌入思政

元素， 专业课教师有机统一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5]。

（二）专业课程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实行思政教

育

思政教育体系可分成两个维度，一是呈现显性

教育的思政课程， 二是体现隐性教育的课程思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

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6]“好的思

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

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7]在专业

课程的教学中，专业课教师结合课程内容深入细致

地分析与发掘思政元素，适时地在课程教学中灵活

引入思政元素。 例如，我国高职院校财经大类专业

普遍开设经济法课程，在讲授该课程“合同法”章节

时，以学生日常生活中食堂打饭、淘宝购物、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等为例分析和讲解“要约”与“承诺”的

含义，将抽象难懂的理论话语转化为浅显易懂的通

俗语言，创设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这样既便于学

生理解，又利于培育学生的契约精神。 在讲授园林

植物学课程时，既可以通过让学生了解我国丰富的

植物资源以及我国科学家在该学科领域的重大贡

献，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又可以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对学生尤其是涉农专业

学生开展爱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教育，增强学生

服务乡村的意识， 鼓励和引导学生返乡就业创业，

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专业课程课堂教学，理论联系

实际，有意识地把思政元素植根于专业课程教学之

中，可以使知识学习、技能传授和思政教育水乳交

融，使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协同育人。

（三）专业课程教学有利于师生深度交流

一般情况下， 高职院校的思政课采取合班教

学，学生人数在百人左右，专业课的授课规模通常

为一个班级，甚至分班授课，专业课的上课人数明

显少于思想政治理论课。 而且，在专业课教学过程

中，师生相处的时间与空间更多，且拥有更多共同

的专业语言， 学生也就更容易接受教师传递的观

点。 小范围、长时间的相处,学生与专业课教师彼此
熟络， 亦师亦友的关系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心理距

离，教师得以对学生的学习需求与思想困惑予以及

时、持续地关注。 在保证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的前

提下恰当地加入思政元素，循序渐进地、长期系统

地将价值观与职业精神融进专业知识教学与实践

技能传授之中，使思政教育贴近学生生活与思想实

际， 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学生的思想升华和精神洗

礼。

二、高职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意识淡薄

传统教学的分工明显，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任务

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工作由

专业课教师负责，二者分居不同系部，疏于交往甚

至素不相识。 长期以来，专业课教师认为思想政治

教育是思政教师和专职辅导员或班主任的职责，自

己的责任就是传授专业课程的知识和技能，不愿意

花费精力将思政资源引进专业课程教学；也有的教

师教学课时多，科研任务重，难以分配较多的时间

关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甚至认为其他教师进行课

程思政教育已经足够，出现应付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的现象；还有部分教师片面地认为学生从专业课程

教学中习得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对学生将来的

就业与发展的作用要比思想政治教育大很多，从而

重视专业知识的讲授与职业能力的培养，轻视思政

教育，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被人为割裂，从根源上

掣肘课程思政的实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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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课教师思政理论知识薄弱

高职院校设置的专业应用性较强，各专业之间

的差异性明显。 与思政课教师相比，专业课教师一

般都具备较深的专业功底和一定的技术操作能力，

能胜任本专业的课程教学。专业课教师也能够认识

到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 而事

实上碎片化的思想政治理论，无疑会制约其实施课

程思政教学，致使其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时心有余而

力不足，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此外，高职院校现行的

职称评审、岗位晋升与考核评优偏向教学与科研成

果，没有并且难以把育人成果这一“软性”指标放进

评价体系，导致专业课教师侧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与

积累、实操技能的更新与提升以及课题研究与论文

创作等学科专业领域，没有与时俱进地学习专业之

外的知识尤其是思政专业学科理论，不可避免地影

响其课程思政教学能力[9]。

（三）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课程思政教学可供借鉴的成熟的实践案

例并不多见，又由于各学科体系泾渭分明，各专业

课程性质与内容的不同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的差异，

各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教育有所差别甚至大相径庭，

是以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通用的课程思政理论体

系，以至于多数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教学改革尚处于

各行其是的探索阶段。纵使专业课教师主观上有课

程思政改革的想法， 然而专业课思政元素难挖，切

入点难找，时机难控，实际教学中常常会生搬硬套

某些思政元素，这样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反而

会引起学生的抵触。 而且，一些专业课教师不能顺

应时代发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进行课程

思政教学，或者辅以单一的提问方式，教学方法陈

旧，教学手段简单，很难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严重影

响课程思政的教学效率[10]。

三、提升高职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

必要性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内在要求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

育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的

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明：“高校立

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

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11]高职院校的学生正处

在拔节孕穗时期，其道德、纪律、思想、政治意识比

较薄弱，良莠难分，曲直难辨。 理之当然，需要专业

课教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肩负教书育人的神圣

使命， 始终如一地自觉自愿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在全过程的专业课教学中浸润思政教育，襄助

学生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确立正确的职业认知，树

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为学生系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

（二）推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课程思政注重隐性思政与显性思政的同向同

行，强调专业课程思政教育资源的深刻挖掘。 所有

专业课教师奉行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群策群力，从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出发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教学

方法， 将思政元素悄然无声地渗进专业课程教学，

有效发挥专业课程的隐性育人效用，达成全部课程

大思政格局的协同育人目标。 由是观之，作为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践行人，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

教学能力直接关乎课程思政改革的成效。

（三）提高教师综合素质的迫切需要

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内涵广泛而深刻，主要涵

盖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水平、文化基础知识、道德素

养、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诸多方面。在课程思政背

景下，坚定教书育人，基于专业特色，尊重教育教学

规律，尊重学生成长规律，理论联系实际，于教授学

生专业基础知识、传授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渗透思

想政治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专业课教师

需要不断钻研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不断探索更为

有效的教学方式，不断研习、更新、贮备思想政治理

论，不断提升思想政治信念与思政教育能力，进而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专业化水平， 在 “解惑”与

“授业”的过程无声无息地潜入“传道”，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2]。

四、高职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提升

路径

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亟需

全体教师在全数课程的全过程教学中全方位育人，

故而应以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持续增强专业课教

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一）转变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观念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专业课教师着重知识传授

教育教学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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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力培养而忽略专业课程所包含的思政教育功

效是课程思政改革与建设的症结所在。 所以，转变

专业课教师的思想观念，增强思政育人意识，是提

升思政教学能力的基础。 第一，消除专业课教师思

想误区，使其明白晓畅，“思政”与“课程”对接融合，

并行共进，方为课程思政。 只有从思想上认可课程

思政，才能将课程思政理念成功地外化为协同育人

教学实践。 第二，提升专业课教师对自身职分的认

知。 班主任、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任何时刻都应当

仁不让地履行思政教育的职责。 不宁唯是，专业课

教师应清楚地认识自己不但是专业知识技能的传

授者，还是立德树人的责任人，对育人事业同样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制定相关制度与政策，鼓

励与要求专业课教师立足专业教学落实思政育人，

保证课程思政落地开花。

（二）提升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课程思政是融思政元素于专业课程教学之中

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

元素，需要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思政理论水平。第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专业课教师钻研思政理

论的能动性。专业课教师要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

义相关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

不断增加思政理论的深度， 拓展思政理论的广度，

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充实头脑，让有信仰的人讲

信仰。 第二，高职院校应尽力为专业课教师提供多

种学习途径，为其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提供方便。 比

如，不定期举办思政理论研讨会，开通思政理论网

络交流平台，在行政楼、教学楼、食堂、图书馆等场

所置放电子阅报机等，这有助于专业课教师利用碎

片化时间学习，提升思政理论水平。第三，专业课教

师应积极参加各种思政理论培训，增强运用马克思

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提高思政教育能

力。最后，打破不同院系的管理界限，充分利用思政

教师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厚实的政治素养，联合专业

课教师在专业知识的真知灼见，深挖植根于专业课

程的思政元素，于协作中提高专业课教师的政治理

论、理想信念、工作态度与课程思政元素的融通能

力，提升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素养。

（三）加强专业课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课堂教学中，教师所表现的言行举止、所显示

的工作态度、所展露的理想信念会起到良好的示范

作用。 日常生活中，教师的品德修养与生活作风等

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为了引导教师潜心教书

育人，更好地发挥课程思政的教育引领功能，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第一，专业课

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素养，不仅要凭借深湛的专业

知识影响学生，更要用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

感染学生。课堂是教师向学生展示其人格魅力的主

阵地。循循善诱的分析讲解，深入浅出的推理论证，

信手拈来的思政案例， 既可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望，又使得学生对教师渊博的知识、娴熟的教学方

法与崇高的思想品德赞叹不已。 第二，依据高职院

校实际情况，改革师德师风评价与激励机制，将育

人成绩、工作态度、生活作风等纳入教师个人考评

范畴，增加育人成绩的比重。第三，构建师德师风长

效建设机制。坚持不懈地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在职务或职称晋升与聘用、考核奖惩、人才

遴选等方面实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严把教师资格

准入，对思想品德与生活作风不达标者，坚决不授

予其教师资格，从源头上保证教师队伍的纯洁性。

（四）增强专业课教师“课程”与“思政”的融合

能力

课程思政并非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随意混

合，应秉持“盐溶于汤”的原则，于专业课教学中自

然溶解思政元素，“盐汤交融”，相得益彰。

首先，提升专业课教师思政元素的捕获与融合

能力。 不同的专业课程都蕴含着深厚的思政元素，

应紧密连接专业课程特色，分析、鉴别、选取贴近高

职学生政治意识、法治意识、规范意识等的素材和

具有培养高职学生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文关爱

的内容，引起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共振。

其次，提升专业课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应适

应时代的发展与要求， 以先进教学理念为指导，提

升专业课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运用现代化的教

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 教师应以丰富多彩的图片、

婉转动听的音乐、精彩纷呈的视频以及具有冲击力

的 FLASH等将与专业课程相关的学科发展史植入
课堂教学。 生动的思政案例不仅活跃了课堂氛围，

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关注度与学习兴趣。

再次，加强课程思政教学研讨。 专业课教师之

间应该经常讨论课程思政教学思路，交流课程思政

教学经验。 教研室还应组织教师互相听课，相互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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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学习专业大类同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最大限度

地实现优势互补。

最后，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课堂教学中，教师应

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讨论交流，要依照高职学生的

实际状况，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将抽象的思

政话语体系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地启迪

学生思考与学习，以自身学识素养、理想观念与人

格力量持久地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

观、价值观，作育英才[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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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WANG Xiu-qin, LIU Jiong, JIANG Guo-hua

(Xuanche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Xuancheng 242000, China)

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bility is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pe-
cial teaching 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Although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
ducation, the teachers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generally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weak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low teaching ability.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ers'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implement-
ing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the key to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er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ethics and style, and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ers' "curriculu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help to im-
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er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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