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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高校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体系，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

当前采用方便取样法，对茂名职业技术学院2585名大学生、134名教师进行

了调查分析，结果发现：

（1）师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均比较了解，其中25.15%的学生表示“非

常了解”，38.34%的学生表示“比较了解”，51.49%的教师“非常了解”，35.07%

的教师表示“比较了解”；

（2）师生均认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和意义，其中42.51%的学生认为

“非常重要”，44.06%的学生认为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非常有意义”，38.8%

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39.69%的学生认为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比较有意义”；

82.09%的教师认为“非常重要”，83.58%的教师认为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非常

有意义”，15.67%的教师认为“比较重要”，14.18%的教师认为对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比较有意义”；

（3）超过80%的教师能够结合职业教育特点，课程特点，专业特点以及学生

特点来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是否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方面，48.28%的学生认为任课教师“深入挖掘、经常融入”，44.14%的学生认

为任课教师“较少挖掘、有时融入”，但72.39%的教师认为自己是“深入挖掘、

经常融入”，26.87%的教师认为是“较少挖掘、有时融入”；

（4）挖掘与融入较多的课程思政元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职

业理想和职业道德素养等元素；在融入方式方面，“讲授式教学”是使用得最多

的方式，其次为“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而“情景模拟”、“课前课后

推送课程思政学习资源”、“体验式活动”则较少使用；

（5）较多教师在大部分课程已将课程思政内容纳入课程考核，考核方式按照

频次依次为课堂观察、分析学生作品、访谈、通过超星平台或其他平台全程收集

与分析教学数据、问卷调查、开展教学对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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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超过75%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教学提升了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有

较强的获得感，对其思想政治素质提升有帮助，超过84%的教师对学校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是“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超过91.05%的学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是“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7）师生反馈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主要有：部分课程

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缺乏创新性与吸引度（学生 50.95%；教师 42.54%）；缺乏

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各门课程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学生 35.94%；教

师 47.01%）；教学方式单一，缺乏互动性（学生 31.64%；教师 34.33%）；数智

技术运用不足，无法适应数智化时代大学生学习习惯（学生 24.6%；教师 45.52%），

课程思政学习资源不足，难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学生 25.65%；教师 42.54%）；

缺乏有效的机制或手段来反馈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影响

（学生 20.74%；教师 37.31%）；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结合不紧密，过于突

兀（学生 26.19%；教师 29.1%）。有 30.6%的教师还反馈了“课程思政培训不足，

自身对课程思政了解不多”。

基于此，研究团队提出四大对策：1.依托数智技术实施“一旨双通三合四融”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2.巧用数智技术完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

3.善用数智技术打造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4.着力提升数智时代学校教师思政素

养和数字素养。

关键词：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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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

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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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人”。在此背景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总体要求的重要途径。高职院

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同时，促

进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同向向行，发挥协同效应，有助于实现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开展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能够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成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下，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

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努力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够有效促进教

学工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全面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取得“最大

公约数”的效果，为社会输送“又红又专”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1.1 国外“课程思政”研究情况

课程思政是专业和德育的结合，在不同的时期，教育有不同的德育模式。不

止中国在强调思政教育，世界各国都开展了专业课程与德育结合的研究。各国对

于德育教育的共识是一致的，认可把道德通识融入学科知识学习中，师生共同认

可课程思政对学生思政知识，思辨能力的提升作用。根据德育内涵的差异，不同

国家采用不同的德育概念，如 ethics education( 伦理教育 )、 moral

education(道德教育),holisticeducation(全人教育)、axiological approach

in education(价值论方法)等。由于各国的历史与文化差异，德育的内容侧重点

不同。美国德育注重培养学生三个方面能力:职业能力、社区生活能力、个人生

存发展能力[1]。土耳其的德育主张培养品德高尚、有集体主义、崇尚民主的公

民;在美国，由于移民人口数量庞大，德育内容随着地域和时间不同而不同，老

师尊重个人选择和差异化[2]。俄罗斯学者认为现代教育应注重全人教育，符合

个人的需求和发展，适应全球多元化的价值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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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课程思政研究情况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

要》的要求，国内许多学者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课程思政探索。在宏观层面，一是

从学校层面探索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例如柳叶青（2024）[4]针对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缺乏历史观照、系统思维不足、类型认识不充分的思维困境，

提出职业院校应坚持类型定位，充分认识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多维性与复杂性，

妥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阶段与类型的关系，兼顾教学体系和德育体系的规律特

征，围绕理念、主体、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环境 7个关键要素，从学校、

专业、课程、课堂四个层面依序构建各学段纵向衔接，各专业横向配合，教育内

容逐层递进、螺旋上升的一致性连贯体系。二是从二级学院层面探索专业群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例如刘永胜，焦爱新（2024）[5]针对目前高职院校专业群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构建存在教学目标缺乏系统设计、教学内容不契合人才培养目标、

教学方法不贴近高职学生实际、教学评价缺少指标体系及脱离人才培养效果等现

实困境，从二级学院中观层面提出设计专业群“系统分层”的课程思政目标体系、

构建专业群“师史事势”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创新专业群“价值引领”的课程

思政教学方法、实施专业群“增值赋能”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等。三是探索与制

定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例如，曹新茹（2023）[6]基于 CIPP 评价模型，通过专家

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制定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了针

对教师与学生的统一指标，唐浪琼（2023）[7]探索了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评价标并制定了 33 项评价标准。在微观层面，主要是各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实

践与研究，例如郭孟杰、闫志利（2024）[8]通过调查总结了高职院校基础核心

素养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着目标设置尚待健全、课程内容尚待丰富、教学过程尚待

优化、课程评价尚待改进等具体问题，并提出要加强高职院校基础核心素养课程

思政建设，应进一步明确基础核心素养课程思政目标，强化教材教辅使用管理，

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构建立体化建设体制机制，健全多元化评价制度等措施。

秦志华等人（2024）[9]探索了临床用药护理课程的“问题链+课程思政案例”的

教学方式。张曦等人（2023）[10]在电工电子实验课程构建了“多线共学”课程

思政模式。

纵观现有研究，从学校到专业到课程层面均已开展了丰富的课程思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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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但其课程思政思路基本以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为主，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

“两张皮”困境未能有效解决；从教学实践看各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还未得

到充分挖掘，同向同行的建设格局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关于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育

人有效性的调查研究较少，以理论或定性分析为主。

1.3 调研目的

本调研通过以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为对象开展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

践现状与成效的问卷调查，目的在于了解目前我校师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和意义

认识，各门课是否实施课程思政，课程思政的元素挖掘与融入方式，课程思政的

考核，成效及存在的问题等，探索适合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模

式和路径。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585 名大学生、134 名教师进行抽样

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利用手机进行在线答题形式完成调查。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

100%。调查对象中学生平均年龄 19.66 岁；男生 1301 名，女生 1284 名；理工科

专业 1573 名，文科 1012 名；大一 1767 名，大二 718 名，大三 100 名。教师年

龄在 35 岁及以下有 43 名，36 岁至 45 岁之间有 47 名，46 岁以上有 44 名；男性

教师 53 名，女性教师 81 名；教龄在 5 年及以下有 28 名，6 至 10 年之间有 30

名，11 至 15 年之间有 20 名，16 年及以上有 56 名；专业课教师 102 名，公共课

教师 32 名。

2.2 方法

自编《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调查研究(学生版）》和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调查研究(教师版）》问卷，问卷

第一部分均为为人口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第二部分是关于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实施与成效等的题目。

三、调研结果

3.1 师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了解和意义认识

师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均比较了解，其中 25.15%的学生表示“非常

了解”，38.34%的学生表示“比较了解”，26.73%的学生表示“略有了解”，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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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的学生表示“不了解”；51.49%的教师“非常了解”，35.07%的教师表示

“比较了解”，12.69%的教师表示“略有了解”，仅 0.75%的教师表示“不了解”。

师生均认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和意义，其中 42.51%的学生认为“非

常重要”，44.06%的学生认为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非常有意义”，38.8%的学

生认为“比较重要”，39.69%的学生认为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比较有意义”；

82.09%的教师认为“非常重要”，83.58%的教师认为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非常

有意义”，15.67%的教师认为“比较重要”，14.18%的教师认为对学生的成长和

发展“比较有意义”。有 17.06%的学生、2.24%的教师认为重要性为“中等”，

1.63%学生认为“比较不重要”或“非常不重要”；有 14.82%的学生、2.24%的

教师认为意义“一般”，1.43%的学生认为“不太有意义”和“完全没意义”。

3.2 师生对是否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反馈

根据学生对“您的任课老师是否结合职业教育特点，课程特点，专业特点以

及学生特点来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一题的回答，40.93%的学生反馈“几乎

所有任课老师有结合”，42.17%的学生反馈“大部分任课老师有结合”，12.15%

的学生反馈“一半任课老师有结合”，3.52%的学生反馈“小部分任课老师有结

合”，1.24%的学生反馈“几乎没有任课老师有结合”。根据教师对“您是否结

合职业教育特点，课程特点，专业特点以及学生特点来实施课程思政教学？”一

题的回答，62.69%的教师反馈“几乎所有课程都结合”，29.1%的教师反馈“大

部分课程都结合”，3.73%的教师反馈“一半课程结合”，4.48%的教师反馈“小

部分课程结合”。

对于“在您的大学课程（包含专业课、公共课等）中，教师是否深入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一题，48.28%的学生认为任课教师“深入挖

掘、经常融入”，44.14%的学生认为任课教师“较少挖掘、有时融入”，6.5%

的学生认为任课教师“很少挖掘与融入”，1.08%的学生认为任课教师“从未挖

掘与融入”。但教师问卷中 72.39%的教师认为自己是“深入挖掘、经常融入”，

26.87%的教师认为是“较少挖掘、有时融入”，0.75%的教师认为自己是“很少

挖掘与融入”。因此教师深挖课程思政元素以及如何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让其潜

移默化影响到学生这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

3.3 课程思政元素与融入教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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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师生对“挖掘与融入了哪些课程思政元素和内容”的回答可以看出挖

掘与融入较多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国主义教

育，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素养等

元素。

表 1 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元素 学生 教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12（89.44%） 108（80.6%）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
2194（84.87%） 108（80.6%）

宪法法治教育 1741（67.35%） 49（36.57%）

爱国主义教育 2031（78.57%） 103（76.87%）

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 1763（68.2%） 82（61.19%）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
1858（71.88%） 83（61.94%）

国家政策方针 1595（61.7%） 62（46.27%）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

素养
1688（65.3%） 92（68.66%）

心理健康教育 1597（61.78%） 65（48.51%）

大国工匠精神 1371（53.04%） 86（64.18%）

其他（请列出） 39（1.51%） 5（3.73%）

根据师生对“使用什么方式将课程思政内容和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的回答可

以发现“讲授式教学”是使用得最多的方式，其次为“案例教学”、“讨论式教

学”，而“情景模拟”、“课前课后推送课程思政学习资源”、“体验式活动”

则较少使用。

表 2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方式

方式 学生 教师

讲授式教学 2189（84.68%） 122（91.04%）

专题教学 1662（64.29%） 30（22.39%）

案例教学 1828（70.72%） 117（87.31%）

讨论式教学 1500（58.03%） 77（57.46%）

情景模拟 1159（44.84%） 53（39.55%）

体验式活动 1034（40%） 36（26.87%）

布置作业 1238（47.89%） 50（37.31%）

课前课后推送课程思

政学习资源
943（36.48%） 40（29.85%）

其他 30（1.16%） 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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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使用什么方式将课程思政内容和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时学生的参与度

最高？”，76.87%的教师反馈是案例教学，55.97%的教师反馈是讲授式教学，

55.22%的教师反馈是讨论式教学，40.3%的教师反馈是情景模拟，32.84%的教师

反馈是体验式活动，23.13%的教师反馈是布置作业，21.64%的教师反馈是专题教

学，16.42%的教师反馈是课前课后推送课程思政学习资源。在学生问卷中关于“您

希望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如何更好地挖掘与融入思政元素？”，67.16%的学生回答

“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课程内容更紧密地结合”，64.99%的学生回答“结

合实际案例，使内容更生动”，48.32%的学生回答“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如视频、

讨论等”，46.11%的学生回答“增加互动环节，提高参与度”，34.66%的学生回

答“师生共建共享课程思政数智化学习资源库”。因此，从需求端（学生）的反

馈来看，课程思政融入方式还可进一步丰富，减少讲授式，增加课程思政案例、

讨论互动，综合运用视频等课程思政资源。

关于课程思政教学过程是否符合“润物细无声”的要求，42.05%的学生觉得

“完全符合，能够结合课程知识自然开展”，53.19%的学生觉得“比较符合，能

够较好地与课程内容相结合”，3.95%的学生觉得“不太符合， 无法自然融入教

学内容和教学过程”，0.81%的学生觉得“完全不符合，纯粹只是生搬硬套”；

44.78%的教师认为自己“完全符合，能够结合课程知识自然开展”，52.99%的教

师认为自己“比较符合，能够较好地与课程内容相结合”，2.24%的教师认为“不

太符合， 无法自然融入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

3.4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与考核

根据学生对“您的任课老师是否将思政教育内容（元素）纳入课程考核目

标？”一题的回答，49.25%的学生反馈“大部分教师纳入”，43.02%的学生反馈

“较多老师纳入”，7.04%的学生反馈“较少老师纳入”，0.7%的学生反馈“几

乎没有老师纳入”。

根据教师对“您是否将思政教育内容纳入课程考核目标？”一题的回答，

44.03%的教师表示“全部课程纳入”，40.3%的教师表示“大部分课程纳入”，

4.48%的教师表示“一半课程纳入”，8.96%的教师表示“小部分课程纳入”，2.24%

的教师表示“几乎没有课程纳入”。关于“在教学中如何评估所教授课程的课程

思政成效（课程思政目标是否有效达成）”，教师采用的方式依次有课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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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分析学生作品（50.75%）、访谈（48.51%）、通过超星平台或其他

平台全程收集与分析教学数据（35.07%）、问卷调查（26.87%）、开展教学对照

实验（22.39%）。

3.5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

关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的提升，40.35%的学生提

升非常多，38.26%的学生认为提升比较多，19.19%的学生认为中等，1.51%的学

生认为是提升比较少，0.7%的学生认为是“完全没有提升”。

图 1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学生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的提升

关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其在课程获得感的影响，39.07%的学生认为有“非

常强的获得感”，36.17%的学生认为有“比较强的获得感”，21.55%的学生认为

“中等的获得感”，2.51%的学生认为是“较小的获得感”，0.7%的学生认为是

“几乎无获得感”。39.23%的学生认为学校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是“完

全能够满足其需求”，59.5%认为是“基本能满足”，0.74%的学生认为“不太能

满足”，0.54%的学生认为“完全不能满足”。

图 2课程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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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提升您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帮助，42.75%的学生认为

“帮助很大”，51.72%的学生认为“有一定帮助”，4.68%的学生认为“帮助不

大”，0.85%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具体来说，根据学生的自我报告，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对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10 个方面均有比较帮助，

平均分均超过 4分，其帮助从大到小依次是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平均分 4.31）；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平均分 4.3）；深入了解

国家政策、社会热点等，树立职业理想、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平均分 4.29)；增

加宪法法治知识，培养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平均分 4.27)，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大国工匠精神(平均分 4.26)。详见表 3。

表 3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学生的帮助

题目\选

项

非常有帮助（5

分）

比较有帮助

（4分）

中等

（3分）

帮助比较

小

（2分）

帮助非常

小

（1分）

平均

分

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

价值观

1255(48.55%) 826(31.95%) 453(17.52%) 33(1.28%) 18(0.7%) 4.26

培养正确

的世界

观、人生

观、价值

观

1322(51.14%) 811(31.37%) 398(15.4%) 36(1.39%) 18(0.7%) 4.31

增加宪法

法治知识
1264(48.9%) 833(32.22%) 434(16.79%) 37(1.43%) 17(0.66%) 4.27

培养奋斗

精神和创

新意识

1281(49.56%) 808(31.26%) 436(16.87%) 41(1.59%) 19(0.74%) 4.27

传承与弘

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

统文化

1308(50.6%) 819(31.68%) 394(15.24%) 46(1.78%) 18(0.7%) 4.3

树立职业

理想，提

高职业道

德素养

1308(50.6%) 800(30.95%) 421(16.29%) 41(1.59%) 15(0.58%) 4.29

提升心理

健康水平
1270(49.13%) 829(32.07%) 427(16.52%) 44(1.7%) 15(0.58%) 4.27

培养大国 1268(49.05%) 801(30.99%) 447(17.29%) 51(1.97%) 18(0.7%)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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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

深入了解

国家政

策、社会

热点等

1306(50.52%) 807(31.22%) 414(16.02%) 43(1.66%) 15(0.58%) 4.29

成为德智

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

接班人

1276(49.36%) 816(31.57%) 435(16.83%) 39(1.51%) 19(0.74%) 4.27

总体上，超过 84%的教师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比较满意”或“非常

满意”，超过 91.05%的学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比较满意”或“非常

满意”，说明师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整体满意度较高。

图 3 师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整体满意度

3.6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

师生反馈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主要有：部分课程的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缺乏创新性与吸引度（学生 50.95%；教师 42.54%）；缺乏科学合

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各门课程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学生 35.94%；教师 47.01%）；

教学方式单一，缺乏互动性（学生 31.64%；教师 34.33%）；数智技术运用不足，

无法适应数智化时代大学生学习习惯（学生 24.6%；教师 45.52%），课程思政学

习资源不足，难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学生 25.65%；教师 42.54%）；缺乏有

效的机制或手段来反馈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学生

20.74%；教师 37.31%）；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结合不紧密，过于突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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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6.19%；教师 29.1%）。有 30.6%的教师还反馈了“课程思政培训不足，自身

对课程思政了解不多”。

四、讨论与建议

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1）师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均比较了解，

师生均认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和意义；（2）超过 80%的教师能够结合

职业教育特点，课程特点，专业特点以及学生特点来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但

是在是否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方面，师生反馈不一致，根

据学生的需求，教师可进一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3）挖掘

与融入较多的课程思政元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爱国主义教育，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职业理想和职业

道德素养等元素。在融入方式方面，“讲授式教学”是使用得最多的方式，其次

为“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而“情景模拟”、“课前课后推送课程思政

学习资源”、“体验式活动”则较少使用，从需求端（学生）的反馈来看，课程

思政融入方式还可进一步丰富，减少讲授式，增加课程思政案例、讨论互动，综

合运用视频等课程思政资源；(4)较多教师在大部分课程已将课程思政内容纳入

课程考核，考核方式按照频次依次为课堂观察、分析学生作品、访谈、通过超星

平台或其他平台全程收集与分析教学数据、问卷调查、开展教学对照实验；（5）

超过 75%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教学提升了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有较强的获

得感，对其思想政治素质提升有帮助，超过 84%的教师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是“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超过 91.05%的学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是“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说明师生对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整体满意度

较高。结合以上调查结果，以及师生反馈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存在的“各门课程

难以形成育人合力”、“数智技术运用不足，无法适应数智化时代大学生学习习

惯”、“课程思政学习资源不足，难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以及“缺乏有效的

评价机制和手段”等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进一步提升学校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实效性：

4.1 依托数智技术实施“一旨双通三合四融”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

运用数智技术深入研究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模式、思想特征，以为党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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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育才为宗旨，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课程思政实践探索双通道并行，

即自上而下完善课程思政机制、建设课程思政队伍、打造一批课程思政项目、产

出课程思政成果；自下而上进行实践探索，以课程出为点，完善教学目标，修改

教学大纲等，做到课程、教材、学生全面“思政”覆盖，形成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群链条，进而打造课程思政示范专业群网，最终形成课程思政大格局。整个过程

各环节结合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结合课程和专业特点、结合学生类型特点实施课

程思政，通过师、生、校、企多方互动实现价值引导和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交

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相交融、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交融、校企共育和社会

实践相交融、最终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课程思政育人的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4.2 巧用数智技术完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紧密结合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课程和专业特点以及

学生类型特点，以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是结合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构建激励机制和教学评价体系。职业教育旨在培养具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高

素质人才，激励机制和教学评价体系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构建。通过设立明确的

奖励机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提升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建立多元化

的评价体系，从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综合素养等多个维度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

以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二是结合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显性和隐性特点， 采用综

合性的全过程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教师与学生全面有效评价。不同课

程和专业具有不同 的特点和要求，激励机制和教学评价策略应根据课程

和专业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结合专业课堂教学和

课外实践交叉特点，注重课程思政考核的课内外综合评价。通过课堂思政内容融

入课外实践，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专业实训、毕业实习中注重专业思政素质和

行为规范，注重课程思政教学直接效果提升考核。可以设立实践成果奖励机制，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并取得优异成果；对于创新性要求较高的专业，可以

设立创新项目支持机制，为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机会和平台。三是结合学生类型

特点，实施个性化的激励和评价措施。学生类型多样，包括不同年级、不同专业

背景、不同学习风格等，因此，激励和评价措施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针

对学习风格不同的学生，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以更好地满足学

生的学习需求；针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设立高层次的人培养计划，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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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更高水平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4.3 善用数智技术打造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

学校课程思政元素零散碎片化、缺乏系统性、难以形成体系，根本原因在于

缺乏统筹规划，学校与教师、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未形成合力，协同育

人效果不佳，因此可以组织师生共建共享共学课程思政数智教学资源库，从供需

两端（学校、教师端和学生端）驱动实现对优质课程思政资源的聚合。建设红色

文化库、课程思政案例库、学生作品库（具有课程思政元素的学生作品等）等子

资源库。此外，丰富师生对数智化教学资源的使用方式，通过应用数智技术，根

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兴趣和学习风格，智能推送适合的学习资源与路径，助力学

生按个人方式和节奏进行学习，实现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利用最大化。

4.4 着力提升数智时代学校教师思政素养和数字素养

思政素养是教师开展思政教学的基础，它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思政理论功底

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能够引导学生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邀请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一流课程等方面专家学者进行讲座，探讨“课程思政”

与“专业教学”相融合的教学经验与优化措施。牢固树立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

频共振的教学理念，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通过建立专门的

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形成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共同挖掘整理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的素材，为教师提供交流和研究的平台，促进思政教学方法和内

容的创新，推动思政教育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全面提升课程思政教师队伍的专业

化水平。此外，建议学校提供定期的数字技术培训课程，涵盖数字技术的基础知

识、应用 技能以及前沿动态，确保教师具备扎实的数字理论基础 和实践操作能

力，鼓励教师在实践中提升数字素养，引导教师采用数字化课程思政素材融入专

业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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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思政资源平台（含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和案例库）

1.资源平台网址

https://mmzykcsz.mh.chaoxing.com/

2.资源平台立项及验收佐证

https://mmzykcsz.mh.ch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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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其他成果

（一）相关代表性项目

1.2023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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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示范校立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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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3.广东省2024年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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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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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东省2023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立项通知（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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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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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81



8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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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2023年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立项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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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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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东省2024年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验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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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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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2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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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三批广东高校网络文化工作室“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红荔网络文化工作室”



95

9.茂名职业技术学院2022年教科研项目验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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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8

10.茂名职业技术学院2023年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立项通知（含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示范中心、课程思政名师培育项目、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培育项目）



99



100



101



102

11.茂名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立项通知（含课程思政示范课、

课程思政名师培育项目、课程思政教育案例）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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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立项及验收材料



117



118



119

（二）相关代表性奖励

1.广东省第六届高校（高职）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证书



120

2.第十届广东省教育数字化创新微课大赛二等奖获奖证书



121

3.广东省首届职工心理健康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获奖证书



122

4. “全国石油和化工教育教学名师”荣誉证书



123

5. 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我心中的思政课”微电影展示活动三等奖获奖证书



124

6. 第十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通知（项目组指

导获奖3项）



12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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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三等奖1项，优秀奖1项



128

8.2024年广东高校”打卡中国红，牢记英烈魂“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三等奖获

奖证书



129

9.2024年广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征集活动二等奖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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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4年广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征集活动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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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佐证材料

1.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2.学校毕业生就业率



132

3.学生获奖人数

（1）2022-2023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2023-2024 年度广东省

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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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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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作品获得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我心中的思政课”微电影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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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参加“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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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奖 4 项



14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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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4 年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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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思政教科研成果

（1）立项教育部思政课题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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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项或完成省级课程思政教改项目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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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51



152



15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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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课程思政论文 1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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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思政论文 18 篇

教师比赛获奖及教学名师前面已提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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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服务

（1）直播电商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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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163



164



165



166



167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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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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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服务培训

6 月 13 日，师生志愿者共 40 人赴电白区岭门中学为 580 名初一学生共 12 个班开展

了自我认知、团队建设、生命（安全教育）、职业规划、压力等主题活动。

2023年 6 月 1 日，师生走进岭门中学，开展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岭门中学科技知识推广

活动暨“圆梦书柜”合作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活动，与岭门中学的学子们共同遨游科技知识的

海洋，培训 3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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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社会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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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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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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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经费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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