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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实训课改革策略
付　 云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　 ５４５６１６）
　 　 ［摘　 要］高职院校的整周实训课大多面临着如下困境：实训设备越来越落后于现场设备、实训教学中更多只
关注“怎么做”，以及实训课程的教学改革力度还相对较小等。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的背景下，从改革实训项目和
实训教学出发，重视对“为什么”的探寻等方面探讨高职实训课程的改革策略。每门课程需根据课程的具体情况来
选择合适的路径：从总体到个别，或从个别到整体。并指出开展以上活动的前提是教师真正认同课程思政，课程内
生的思政元素才会在教学设计中显现出来，这应是课程思政推进中首要的。

［关键词］高职院校；实训课；课程思政；认同；内生思政元素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５）０５－０１０４－０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７１１Ｘ． ２０２５． ０５． ０３６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ｂｘｂ． ｎｅｔ

　 　 教育部在２０２０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专业实验实践课程，
要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在此主要关注高职院校的整周
实训课，探索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实训课改革策略。

一、高职院校实训课面临的困境
高职院校的整周实训课程着重对专业对应岗位的核心

技能，及拓展岗位技能进行集中训练，其要么融合到专业核
心课中，要么独立为一门课程在第二学年陆续开设。在此主
要关注高职院校的整周实训课，其可能会面临以下类似的
困境。

（一）实训设备越来越落后于现场设备
高职院校的实训设备和现场设备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

越落后于现场设备，这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高职院校的
实训室建设中，即使当时采购的是现场正在使用的设备，但
随着技术发展，企业所用的这些设备就会进行技术上的改
造、更新，甚至被新的设备所代替，而这些设备被更新和取代
的速度取决于技术发展的快慢。笔者所在高职院校建立城
轨运营实训中心时，采购了地铁站新线路所用的设备，在当
时实现了从学校到企业的零距离。随着各种新型智能化设
备的出现，原有设备也在逐渐被取代，比如自助客服中心已
代替了地铁站客服中心中半自动售票机部分功能。于是地
铁站同时开放的两个客服中心，也在逐渐只开放一个。又比
如地铁站自动售票机的使用率也越来越低，部分地铁站仅开
启一半左右的自动售票机都可满足乘客的需求。

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学校到企业的“零距离”也变得
越来越难以实现，其也不再成为高职院校所追求的目标。设
备采购在实训室建设中占了绝大部分的投入，后续除了对设
备进行正常维修以外，很难像企业一样及时进行设备的技术
更新或更换。由此，在面对实训设备越来越落后于现场设备
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时，如何让高投入的实训设备，即使在
其逐渐被淘汰的情况下，还有效地应用于学生专业技能的培

养，这是在实训课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实训教学中更多只关注“怎么做”
在整周实训课中教会学生“怎么做”，掌握岗位工作流

程，并按规范来操作相应设备，这只是实训教学的主要任务
之一。一方面，在理论课上教师都会有意识地让学生“知其
然，也知其所以然”，但在实训课程中却容易只关注“怎么
做”，而忽略让学生理解为何要这样操作。在企业岗位培训
中，重点只关注操作的规范性无可厚非；但在学校教育中，实
训课程只教会学生操作设备是不够的，还应该让他们明白
“为何做”；另一方面，对那些现场已经技术升级的老设备，还
一如既往地将这些相对落后设备的操作流程和规范作为实
训教学的重点，实训课开设的意义又何在？

（三）实训课程的教学改革力度还较小
整周实训课设备操作类的任务，多以教师示范或学生跟

着示范视频进行练习，多以视频作业的形式来判断学生是否
完成任务。学生完成的视频作业质量也有高有低，难以在课
中及时地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相比较于理论课进行的教
学改革而言，实训课的改革面及改革力度还相对较小。

二、高职院校实训课的改革策略
高职院校的整周实训课程一般在学生二年级开始开设，

在还没有实际工作经历的情况下，学生一开始并不会理解按
规范流程操作的必要性，尤其是在一些服务类的岗位。由
此，在学校期间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规范意识，让学
生在工作岗位上能更快更好地适应企业的规则。当然规则
意识的培养也不是通过几门课就可以实现的，现在的大学生
都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教师所传授
的知识、观念等只有通过学生自身的内化，并重新建构起来
才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且如之前所言，学校即使采购了
目前最新的设备，但随着技术发展，设备会更新甚至淘汰，原
来的操作流程也会简化、改变，甚至不复存在。所以我们需
要思考在实训课程中，面对很快会被替代的技能，现在要教
会学生什么？首先要理清“教什么”的问题，再思考“如何
教”。在此以城轨票务工作的实训课为例，在课程思政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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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从以下方面探讨高职实训课程的改革策略。
（一）改革实训项目，以应对实训设备落后的困境
实训设备越来越落后于现场设备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此

情况下实训教学的改革可以有以下两种途径：
其一，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发新的实训项目，培养学生相

应的技能或能力。比如，大多数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可以使
用现金或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但学校实训室的售票机
还只能使用现金购票，即使设备缺乏一些更先进的功能，但
通过开发新的实训项目，也不会影响实训教学的效果。同
时，教师也要将现场设备的新变化及时告知学生，比如在地
铁站诸如自动售票机、半自动售票机等设备虽然用得越来越
少，但在未来的几年时间内还是会保留；而且也是城市轨道
交通站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操考核中的主要设备。由此，
在城轨运营专业的人才培养中，这些设备的操作目前还是实
训课中的重点。随着这些设备的消失将逐渐淡化其重要性，
但也会让学生了解这些设备的使用。通过这个过程，让学生
了解城轨站务员工作所经历的变迁过程，让学生切实体会到
城轨行业智能化发展对站务员这个主要就业岗位的冲击。

其二，当实训设备无法再拓展新的实训项目时，可依据
课程目标改变原有实训项目的侧重点。并非只有最先进的
设备才能培养学生过硬的专业技能，这就需要在实训项目的
设置上花费精力。首先需要明确培养学生哪方面的技能或
能力，其次再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实训项目的设置。比如，
随着智慧车站的发展售票岗将逐渐被取代，于是教师对售票
岗主要使用的半自动售票机这个重点实训项目进行了改革。
以往的实训中侧重于学生如何根据乘客的实际情况进行半
自动售票机的正确操作，现在的实训中除了要求学生能进行
设备的正确操作，还加强了学生和乘客之间的沟通训练。这
就让一个单纯的设备操作，变为一个操作＋有效沟通的复合
项目。实训中侧重于训练学生和乘客的沟通，让这个项目的
难度大大提高，通过实训会让学生切实体会到如何在对乘客
的服务中体现出自己的专业素养。由此，即使面对以后即将
被淘汰的设备，也可以在实训项目的改革下功夫，让实训设
备最大化地发挥其效用。

作为高职院校的学生，掌握专业重要设备的操作是必备
技能。即使对应岗位中的原有工作流程被简化或改变，但在
实训课中还是应该让学生过一遍复杂且完整的流程，让学生
了解岗位作业的变迁过程，这有助于学生建立起对岗位的完
整认知。对岗位工作的完整认知，这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应该
建立起来的。正如掌握了底层逻辑，无论如何改变都是建立
在逻辑基础上的。在教学中可让学生去预测相应岗位的发
展趋势，哪些工作内容是最先被简化，哪些是后续也可以被
更简化进而取消的。在这个过程中，可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
及对未来的判断能力。这里自然引出：我们实训室的设备在
当时是地铁站正在使用的最新设备，才短短几年时间，大部
分设备都经过了技术更新变得更为智能化。你们手机上、电
脑上的软件，经常都在进行更新，大家在大学期间进行了哪
些方面的“更新”？这里又自然挖掘出了课程内生的思政点。

（二）重视对“为什么”的探寻，促进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
无论在理论课还是在实训课中都应重视对“为什么”的

探寻，在实训课中体现在要引导学生真正理解规章，而非单
纯背规章；在设备操作中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而非单纯背操
作流程。在实训课中不仅要教会学生“怎么做”，也要让学生
明白“为何做”，进而让学生理解“为何这样做，而不那样做”。

在实训课中不仅有操作层面的教学，也应该有思考层面
的教学。在实训课中通过这样递进式地引导，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技能迁移能力。学生工作以后所接触到的设备，大多会
和实训室的设备有所不同；而且当作业流程发生改变时，学
生在学习中经历过“为何做”的训练，在思维方式上会有预
判，会从设备和流程为何会发生改变去看待这些变化，在这
样的思考过程中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岗位的要求。由此，
理解作业流程的“为何做”，对培养学生未来对本职工作的认
同度也是有益的。

由此，在实训课中不仅让学生掌握“怎么做”这个浅层
次，更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引导学生思考“为何做”这个深层
次，真正理解各类规章规定。这让学生在具备操作技能的同
时，也让学生在了解“为何做”的过程中切实体会岗位要求和
职业精神，这体现出课程思政的内涵，也体现出职业教育之
本义。

（三）加大实训教学改革，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１．强化学习小组的凝聚力，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
在以往实训课的小组中小组成员的关系较为松散，只是

临时的集合体，通过强化学习小组的凝聚力，着重培养学生
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１）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
选择有责任心的同学作为组长，类似于工作中的班组

长，负责本组成员的设备讲解和初步考核。教师首先对各组
长进行统一讲解设备操作，分组进行设备演练时，教师会对
组长操作中的瑕疵和讲解中遗漏的地方进行补充。组长们
在一次次当师傅的过程，锻炼了其操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当
组长被安排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大多数学生都会对组长这
个角色产生认同感，从而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小组成员的
整体操作水平将被评价时，组长们会不遗余力地对每个组员
讲授操作步骤，让小组在评比中处于优势。被选中作为组长
的学生，无论其本身是否是成绩名列前茅，一般经过两周的
实训，他们在责任心以及管理能力等方面都会有所提高，他
们就较早地具备了一名合格班组长的能力。给予学生足够
的平台提升自身能力，这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涵。

（２）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在实训课中常采取小组作业的形式，改革后通过小组评

比等形式强化学习小组的凝聚力。在分组进行设备演练时，
在实训课中除了组长在认真教组员以外，学得快的学生也会
充当师傅的角色；而且组员们都会很积极地指出操作者的错
误，能发现别人错误这对自己也是一种再学习的过程，这就
体现出同伴学习的效果。

在学生进行较为复杂的设备操作时，老师不在场的效果
更好，会减少学生担心出错的压力；而且在设备操作中总会
出现“旁观者清”的情况，看别人操作时能指出一堆的错误，
等到自己操作时才发现手脑不协调，也会犯类似的或其他的
错误。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是在犯错中不断总结并提高的，
学生的自信也是在一次次努力后获得成功的过程中累积的。
无论哪个层次的教育都要培养学生的自信，让学生在学习中
收获成功、收获自信，让学生有足够强大的内核去面对未知
的未来，这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涵。
２．注重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理论课教学中学生的探究式学习经常被采用，但有教

师认为在实训中采用探究式学习是在浪费时间，只展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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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给学生更合适。如果只是跟着设备操作视频进行演
练，只是呈现正确的操作流程，这只是一个依葫芦画瓢的被
动学习过程。在这种被动学习的过程中，对学生可能出错的
点没有关注和强调，他们犯错误可能性和概率都会增加，这
样的实训效果会大打折扣。由此，实训中也要注重探究式学
习，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此，在学生实操中去发现教师预料到或者并未预料到
的问题，学生实际操作中的易错点，和教师预料到的易错点
相比要多。正确的方式只有一种，但错误的可能性却有很
多，所以要多给学生试错的可能。也从另一个侧面给予学生
引导，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犯错而不自知，根本没有意
识到自己是错误的，你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结果却在
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犯错了想办法去解决它们，而且在
问题的解决中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成就感，累积自信感。进
而对学生进行引导，有错就有对，那么对错的评判标准是什
么？比如对于设备操作而言，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操作就是正
确的，那对自己而言怎样才是正确的？每个人对“正确”的定
义不一样，可从“小我”“大我”的角度对学生进行引导，对于
“小我”而言，做有益于自身身心健康的事；对“大我”而言，做
人做事有益于社会的发展的事。这又是在教学设计中内生
出的课程思政点。
３．用类比等形式攻克难点和易错点，培养学生的分析

能力
实训中的设备操作一般有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在这种情

况下，教师该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尝试用所有学生都能听
懂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在这里强调所有学生都能听懂的方
式，一定是浅显的，和学生日常结合紧密的。可通过类比等
形式攻克实训中的难点和易错点，让学生对设备有更清楚的
认识，也培养了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对设备操作时也可以用拟人、类比等方式，当把设备
比作人时，在操作设备不会那暴力，就像对待人一样给予足
够的尊重。对冰冷的设备我们都可以给予应有的尊重，那我
们对于他人的尊重体现在哪，我们对自己的尊重又体现在
哪？这里又自然引出了课程思政点。

三、高职院校实训课进行课程思政的思考
课程思政强调全方位育人，强调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这些在一直以来的教育教学中都是长期存在的，只是未成体
系进行建设。在以上改革策略中列举的课程思政点，是在每
次课的教学设计中自然内生出的，每门课程都有隐含的丰富
思政资源等着教师去挖掘，课程思政的开发主要有两种路
径：其一是从总体到个别，总体设计出课程思政点，再分配并
融入每次课中；其二是从个别到整体，在每次课的教学设计
中找出其内生的思政点，再进行课程思政的总体设计。本文
列举的是从个别出发的第二种路径。若教师在教学设计时
没有把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放在和知识、技能同等重要的位
置，这些内生的思政元素就很容易被忽略。每门课程需根据
课程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路径，而这些开展的前提，是
教师对学生价值观引导的足够重视，真正认同课程思政，并
具备课程思政的开发能力。

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在高职院校中课程思政
的改革和实践还更多着重于纯理论课、理实一体化课程，而
对整周实训课的课程思政重视度较低。部分教师认为理论
课已经进行了课程思政融入，整周实训课就没必要再花精力
在此，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加入一些浅显的思政元素。笔者认

为，出现这些情况的关键在于教师还未真正认同课程思政的
理念，仅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去简单执行。新名词从提出到
接受有一个过程，当“课程思政”作为新名词出现时，一些院
校并未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也未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教师进
行引导，仅以强制执行的命令来代替。这就导致教学任务繁
重的大多数一线教师对“课程思政”仅从字面出发进行简单
片面地理解，由此出现了学者们所批评的教师们实践中的各
种误读。当教师对课程思政的概念无法明晰并真正认同时，
就只能停留在为完成任务的浅层次、表面化。

笔者作为一线教师，在一开始接到所有课程都要进行课
程思政的改革任务时，也经历了仅从字面出发的误读过程，
属于“教学理念的狭隘化，仅仅从政治要求的意义上理解课
程思政”。笔者依据在高职院校教务处工作十余年的经历意
识到其重要性，一方面通过学习教育部关于课程思政的纲要
等相关文件，研读学者们有关课程思政的高质量学术论文，
这才真正理解了课程思政的内涵。比如有学者指出，课程思
政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目的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课程
思政“注重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强调
价值引领”；也有学者提出课程思政强调“‘课程建构精神’是
为了从精神层面寻求课程育人意义之维的理解”，“是课程理
论对‘立德树人’理念内涵的具体阐释”。另一方面在自己任
教的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索，避免了在教学中对课程思
政的表面化、肤浅化操作。由自身的经历可见，教师观念的
改变是首位的，而观念的改变并非一句话就可以实现，是需
要真正的认同才可以实现的，否则只能是表面上认同的权宜
从众。强制的命令可以带来执行力，但并不能带来认可度及
执行效果，大多数高职院校更注重强制性要求来达到目的，
而忽略了如何让一线教师们真正去认同这个概念，因而无法
让课程思政真正落到实处。

正如《纲要》中提出的：“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
全面推进，促使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广大教师开
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由此，当教师对学
生价值观引导的足够重视，并真正认同课程思政时，课程内
生的思政元素才会在教学设计中显现出来，这应是课程思政
推进中首要的；其次才是在实践中逐渐提高课程思政的开发
能力。毕竟，广大教师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外还有科研要
求等，而且专业各有不同，教师们难以对每一个教育政策都
及时去理解、消化。如果教师对课程思政并没有真正认同，
课程中所内生的思政元素便无法显现出来，其内在的课程思
政资源便无法深入挖掘，其效果则会大打折扣。而这些都需
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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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ｍ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ｕｎｉｆ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责任编辑：范新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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