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视角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李 莉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102）

摘 要：高职院校各科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能够进一步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文章简述“课

程思政”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指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并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体系、

考评模式以及促进“课程思政”落地等方面，探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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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职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政治信仰、
道德品质等受社会变化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使
得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在“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思政教育更是成为育人的关
键所在，并且需要全面融入到高职教育的方方面面，需
要所有教师积极参与其中，共同为思政教育的有效落实
提供动力。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始终处于核心
地位，因而有必要对其建设与发展加以研究，以更好地
培养德艺双馨的高素质人才。

一“、课程思政”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概述
所谓“课程思政”，简单而言，就是在“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指导下将思政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 形成全
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强化、凸显和发挥各类课程
的思政教育作用，同时促进各门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
间形成协同效应，让思政教育能够得到高水平贯彻与落实。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着密切联系，准确把握二者之
间的联系，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关
键依据。实际上，思政和专业课程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
关系，一方面专业课程为思政提供了基础路径和重要
保障，另一方面思政为专业课程教学注入了灵魂。而
“课程思政”正是建立在思政课程基础之上的，即将各科
课程直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实现二者的协同并
进，让各科课程教学能够变得更为充实且富有思政教育意
义，同时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提供支持。这
意味着“课程思政”视角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需要
更多地与其他课程相结合，共同构建更为科学、完善的
思政教育体系。

二、“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首先，思政课程地位偏低。虽然说思政教育历来

都是高职教育的基础部分与重要部分，但思政课程地位
却始终不够高。部分高职院校重专业教育，轻思政教育，
严重影响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落实。其次，“课程思政”
落实不到位。虽然“课程思政”在近年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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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而且高职院校也积极响应，积极支持其有效
落地，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课程思政”的落实
并不到位，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建
设与发展。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不 高。教学内
容难以吸引学生、教学方法单调低效、与实 践的结合不足，
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不高， 一定程度上阻碍“课
程思政”的高质量落实。最后，思 想政治理论课对“课程思
政”的支持不足。一方面，部 分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水平本
身就不高，其自然难以有效支持“课程思政”建设。另一方
面“，课程思政”尚处 于探索阶段，相关理论、规范等并
不完善，这不利于 “课程思政”的高质量、高效率落实。

三、“课程思政”视角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途径

1.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定位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得

到进一步提升，相应的课程目标定位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需要学校和教师对课程目标定位加以明确，进而指导
课程建设和发展。首先，思政理论课作为思政教育的理
论支撑与根本依据，其应当是思政教育的基础乃至核心
部分。用理论指导学生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
能够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政治信念，
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实际上，在思政教育贯穿于高职教
育全方面、全过程的大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更能发挥
引领作用，为广大教师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提供指导与规范。
其次，思政理论课的综合性定位需要进一步得到明确。思想
政治理论课课程 目标定位广泛体现在信念、学理、态度、
组织措施等多个方面，需要教师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考
量，致力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发挥学
理在引导学生成长发展中的指引作用，从根本上改变学
生的态度认知，强化学生对组织措施的认可与支持，
为思政教育的全面落实奠定良好基础。

2.创新和优化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的核心所在，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因此教师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合理创新与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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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大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有效支持
课程内容本身的教学，还要支持其他学科在思政教育方
面的落实，需要教师积极拓展更多的内容。要充分利用
互联网渠道，积极通过互联网搜集、甄别合适的教育
资源，做到去杂留精，以大量优质内容对教学内容体
系进行有效补充，逐步完善理论课教学内容并适应课程
思政建设需要。另外，有必要凸显思政理论课的理论支
持作用，对思政教育的基础理论进行整合，尽量为其他
课程的思政教育工作开展提供简化的理论支持，以教
学内容为根基推动“课程思政”的建设和落实。

3.完善教学方法体系
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深度结合能够有效推动

教学效果改善，同时以更容易被广大高职大学生所接受
的方式展开教学，为思政育人的落实提供有力支持。
教师在新时期应当充分把握大学生身心特征、思想观
念、兴趣爱好等因素，积极学习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同
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以多媒体、线上教学等更为
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现相对抽象的理论内容。尤其是要利用
图片、视频等展现案例，以案例作为理论内容的补充，
让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成为广受学生接受和欢迎的优秀
课程，进而更好地发挥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引领作用。

4.优化课堂考评模式
课堂考评能够反映实际教学情况，及时发现教学

存在的不足以及学生在思想观念、政治信仰、道德品
质等方面的问题，便于教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和改
善，让理论课教学不再简单地停留于理论本身，而是更
加关注学生本身成长和发展，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对此，教师应当积极优化课堂考评模 式，对学
生的学习全过程进行全面考评，既要考评学生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掌握情况，也要关注学生学习反馈、平时表
现等，综合进行更为客观高效的考评，尽

量保证考评结果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5.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促进“课程思政”落地的

方法
“课程思政”的落地必然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支持，故而教师在思政教育中一定要在做好课堂教
学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思政教育在支持各科课程
落实“课程思政”方面的作用。在学校的整体安排下，
其他课程教师应当围绕思政课教师形成一个教育教学
团体，由思政教师提供理论根基，各科课程教师融入专
业教学内容，双方在共同合作的过程中一起探索思政育
人融入各科课程教学的有效路径。而各科教 师在挖掘课程
思政育人作用的过程中，也需要及时向思政教师反馈，
在后者的指导下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与形式，探索更加高
效的思政育人模式。

四、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

基础，能够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和规范，为思政育人融
入各科课程之中创造有利条件。高职院校有必要进 一步凸
显思政理论课的地位和作用，而思政课教师也应当积极
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优化方式，主动承担引领作用，和其
他各科课程教师一起合作，共同为“课程思政”的落地
提供有力支持，为国家培养德艺双馨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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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ster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b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way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system, evaluation mode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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