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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应牢固树立导向性、职业性、服务性相结合，以职业性为本位，以为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服务为宗旨的教学理念，合理安排适应专业所对接行业或者职业岗位要求的定向性的教学内容，

恰当运用实践化的教学方法，适当采取多元化的教学评价，建构思政课特色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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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是以

能源电力类专业为主体的高职院

校，电力类专业所对应的电力行业

包括发电、输电、配电、送电、电力

建设、电力勘探、电力规划设计、电

力信息、电力文化、电力管理等。

以学校近5年的招生为例，2007~

2011年电力类专业招生人数分别

为1314人、1280人、1378人、1477

人和1410人，几乎都占当年学校

招生总数的60%~70%。根据高职

人才培养目标以及电力行业需要，

学校应加大课程建设力度，大力推

行以职业能力为主线、工作过程为

导向的课程体系。作为学校整体

课程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亦应体现职业能力主

线、工作过程导向。

一、确立导向性、职业性、服

务性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关于导向性。思想政治理论

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和主阵地。鉴于高职学生正处

于理想信念成型期，思想活跃但不

稳定且容易受各种文化思潮和价

值观念影响，政治信仰意识淡薄，

价值观功利化，需要加强引导，因

此，开展思政课特色教学，必须坚

持导向性。

关于职业性。高职思政课教

学不仅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更要表现出职业性。思政课教学

要与高职院校实际、与学生就业岗

位结合起来，重视和加强思政课中

立足社会、诚信品质、敬业精神、法

律意识、责任意识等素质的培养，

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和职业发展

能力，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

关于服务性。高职院校思政

课教学要坚持“教书育人、环境育

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的理念，

以“精而管用”为标准，实现由“供

给者本位”向“需求者本位”转换[1]，

促进学生身心素质和职业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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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服务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在高职教育语境中，导向性要

与职业性、服务性相结合，通过思

政课的导向性，促使学生初步掌握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

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促进

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养

的养成，进而为学生综合素质提

升、可持续发展服务。

二、安排适应行业或职业岗

位要求的教学内容

（一）教学内容安排原则

概而精原则。即应使高职学

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当代中国

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以

及社会主义道德法制规范。该原

则可以很好地解决教育目标与课

程设置不配套、课程目标与学制

短、人才培养要求与生源状况之间

的矛盾。

职业化原则。即在思政课教

育教学中渗透职业教育，充分体现

职业性和实用性的特点[2]。思政课

教学要把课程理论、政策与学生政

治素养、专业发展、能力培养结合

起来，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重点讲解

职业大环境，包括对行业产业政

策、就业创业形势、职业发展趋势、

职业发展软实力等问题进行诠释。

与行业、岗位对接原则。即坚

持就业导向，根据不同专业的教学

目标和人才培养要求，将思政课教

学与专业对接的行业、企业、职业、

岗位结合起来。

（二）主要教学内容

1.职业环境

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

生态建设，这就是职业环境。结合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

第一线的特点、要求和发展趋势，

选择并突出具有定向性的教学内

容。

一是市场经济理论教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

步完善，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

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中。思

政课教学中应加大有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的教学比例，尤其是

与学生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市场

经济知识，如市场经济规律，鼓励、

支持、引导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建立健全知识、技术、管

理、信息等参与分配的制度，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武装学生头

脑，强化学生的市场经济意识，使

学生牢记在任何行业、企业、职业

岗位上，都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要

求、规则和规律。在这部分适当增

加电力行业有关内容，使学生掌握

电力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和作用、该行业产业政策、其自

身发展等，并能用市场经济规律等

知识诠释电力行业进行的厂网分

离、电网主副分离等重大改革。

二是法治理论教育。思政课

教学中应加大有关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的教学比重，尤其是与学生生

活、工作密切相关的的法律知识，

如电力法、劳动法、税法、合同法、

民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使学生树

立依法办事、遵章守纪意识，突出

高职生守法习惯养成的准职业人

特性。

2.职业理想信念

职业理想是人们对职业活动

和职业成就的超前反映，与人的价

值观、职业期待、职业目标密切相

关，与世界观、人生观密切相关。

职业信念是指个体认为可以确信

并愿意作为自身行动指南的认识

或看法。在思政课教学中，要将学

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融

入职业理想信念培育中，既发挥其

理论指导作用，又使学生认识到理

想并非高不可攀，并且正确认识将

要从事的职业以及职业与专业的

关系，树立成才的理想信念。

3.职业道德

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学生

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是体现高职

教育特色、提高高职院校办学质量

的重要举措。职业道德教育包括基

本职业道德教育和行业职业道德

教育。高职思政课教学要在巩固

一般的基本职业道德教育基础上，

加强行业职业道德教育，构建行业

职业道德的全方位培养体系[3]。具

体教学中，基本职业道德教育要以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献社会等

为主要内容，让学生理解基本职业

道德的内涵以及在职业活动中的

具体要求；要以敬业意识、诚信意

识为培养重点。行业职业道德教

育方面，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的对

应行业，把一般职业道德教育内容

进一步细化到行业层面，不同专业

的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应结合其行

业特点而有所侧重。

4.职业品质

高职生应当具备的能力素质

包括基本能力素质和专业能力素

质，基本能力素质是职业技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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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基本能力素质包括调查研究

能力、分析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沟通与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竞争合作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运用能力、挫

折承受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在

培养基本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提升

高职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专业发

展能力，使其最终成为高素质人

才。基本能力素质主要通过各门

基础课程的学习和实践来培养，思

政课应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实际，

注重基本能力素质的培养和锻炼。

三、运用实践化教学方法

（一）实践化教学方法的概念

思政课实践化教学方法，就是

学生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在真

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中，独立地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教

学方式的总和。

实践化教学方法在高职思政

课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

学生加深对理论内容的理解，提高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客观辩证

地认识国情、认识社会，正确认识

和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程和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

会的理想；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尤其

是用人单位对职业人才素质的基

本要求，特别是思想品德和行为规

范的要求，以便更好地适应和融入

社会；强化高职生的社会参与意

识、增强他们的主动性，培养他们

的实践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团结

协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沟

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

（二）实践化教学方法的形式

1.讨论

讨论的实施步骤如下[4]：第

一， 题目拟定。任课教师事先拟

定讨论题目，例如：在讲解价值观

这一主题前，可以提出如下问题：

如何看待高校包括高职院校中的

“考证”、“考级”现象，如何看待大

学生的功利化倾向，等等。第二，

题目公布与准备。提前一周公布，

并提出具体要求，让学生充分准

备。学生根据讨论题目，利用图

书、网络等资源查找相关资料。第

三，小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讨论，学生自由发言。每位学生都

应积极参与本组的讨论。第四，引

导与评析。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教

师引导讨论，讨论结束后教师对讨

论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并评析。

2.辩论

辩论的实施步骤如下：第一，

论题公布。任课教师提前一周向

学生公布论题。例如，在讲解建设

资源节约型社会时，围绕是否推行

居民生活用电价梯式递增电价改

革展开辩论，正方：应推行居民生

活用电阶梯式电价制度；反方：不

应推行居民生活用电阶梯式电价

制度。第二，准备。为参加辩论双

方指定指导教师，学生查询资料，

组织辩论的思路和论点、论据。第

三，辩论。参加辩论学生分成“正、

反”两方进行专业辩论，未参加辩

论学生旁听。第四，点评。辩论结

束后教师点评，重在评价辩论的技

巧以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技巧。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的实施步骤如下：第

一，案例介绍。选择案例应坚持以

下标准：案例的教育性、鲜活性、典

型性和开放性。例如，在讲解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以“被誉为天

下第一村的中国华西村”为案例。

第二，案例思考。华西村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有哪些特色？作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华西村

给我们哪些启示？第三，案例引

导。第四，案例讨论。第五，案例

总结。

4.基地实训

基地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也包括专业实习、课程实训基地。

实训的实施步骤如下：第一，准

备。包括实训基地的选择，实训师

资的确定，实训学生的选拔等。第

二，实施。包括实训项目的安排、

指导和交流等。第三，总结评估。

包括提交实训报告，对学生进行考

核等。

5.角色扮演[5]

由思政课教师指导，让学生收

集资料、制作课件并讲解某些知

识，让学生编排小品、情景剧或设

立道德法庭、模拟法庭等，尽可能

多地让学生参与，让课堂变成学生

的舞台。

6.社会实践活动

由思政课教师指导，鼓励学生

深入社区、农村、工厂、企业，通过

参观访问、社会调研、寒暑假社会

实践活动等形式，参与志愿者服

务、生产劳动、文化建设等，让学生

在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中认知社

会，融入社会。

四、采用多元化的教学评价

（一）时间多元化

改变思政课考核时间，变一次

性考核为全程考核，包括学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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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期末考核、年度考核、顶岗实习

考核、毕业前考核等，直至毕业前

再给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综

合成绩。

（二）主体多元化

尝试引进第三方评价，将实习

单位和社会的第三方评价引入教

学评价[6]，如由实习所在单位的专

家或师傅考核学生在顶岗实习中

的职业道德、职场礼仪规范、行业

法律知识，并给出成绩。

（三）标准多元化

思政课教学评价应设立新的

标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行

综合考核，包括理论知识考核、日

常操行考核和社会实践考核。其

中，理论考核对学生就基本概念、

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进行考核，日常操行考核对学

生文明礼貌、遵章守纪、参与集体

活动等方面进行考核；社会实践考

核对学生的实际运用即运用理论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考

核。对于这三部分的分值权重，按

照3∶3∶4的结构模式进行划分。

（四）方式多元化

上述三部分考核，分别采取不

同的考核方式。对于日常操行的

评价，采取学生自我测评、班委团

支部集体测评和教师测评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教师评价包括任课教

师、班主任、辅导员的评价；对于理

论考核可采用开卷考试、作业、小

论文、课堂讨论等形式；对于实践

考核，可通过社会实践报告、社会

调查报告、职业道德训导报告等形

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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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The Case of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lectricity

ZHANG Chun-hua1，ZHANG Ji-gang2，XU Xiu-qun1，LI Pu1

(1.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lectric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2. Guangxi Administrative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 Nanning Guangxi 530023,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should firmly establish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integrating guidance quality, occupational quality and serviceability, taking occupational quality as
the standard, regarding serving student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tenet, properly arranging the direction-sense teach⁃
ing content adapting to specialty’s corresponding industry or vocational post requirements, properly use the practical teach⁃
ing methods and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evaluation to construct the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course.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teaching system; electr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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