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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协同育人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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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业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既具备专业知识又具备思想
政治素养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模式，强调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
学，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为
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为此，探讨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分析面临
的挑战，并提出具体的实施策略，有助于为农业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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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而“思政课程”则是指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两者在高
校教育中都具有重要性，特别是在农业高职院校中，协同育
人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随着农
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业高职院校的教育改革
成为迫切需求。

一、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实
践意义

（一）强化思政引领，塑造德才兼备的农业人才
农业高职院校通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协同育

人，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在思政素养和专业能
力方面。协同育人模式强调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使
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培养了学生扎实的农业知识和技能，还注重道德品
质的提升，致力于塑造德才兼备的农业人才。德才兼备的农
业人才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需要具备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
还要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在实际工作中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二）构建全员育人格局，提升思政教育工作实效
协同育人模式有助于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覆盖的育人格

局，从而强化思政教育工作，要求思政教师承担思政教育的
责任，专业教师、实验室指导教师、校企合作企业的导师也参
与其中，将思政教育贯穿于专业课程和实习实践的各个环
节。全员育人的策略拓宽了教育渠道，丰富了教育资源，使
得思政教育不仅不局限于课堂内，反而延伸到田间地头、实
验室和企业车间。通过构建全员育人格局，学生能够在多维
度、多层次的教育中不断提升思政素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升了学校整体的思政教育水平，也营造
了良好的校园思政氛围，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特别
是在农业高职院校，依托农业生产实践基地，全员育人更能
体现出“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三）促进知识思政融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知识思政融合的重要性，体现在教学效果的提升上，更

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的高素质农业人才，为学
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农业高职院校可以将思政教育渗
透到各个专业课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
标，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强课程的吸引
力和教育效果。知识与思政的融合，使学生在学习农业专业
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地
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

（四）推动教育教学改革，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需求
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使其能够应对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的各种挑
战。在协同育人模式下，课程设置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教学方法更加多样化和互动化，学生在实践中学，在学习
中做，真正实现了学以致用。改革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
质，还增强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推动教育
教学改革，培养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农业人
才，是协同育人模式的重要价值体现。

二、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实
践挑战

（一）课程资源整合难度大，学科壁垒等待打破
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

资源整合变得复杂且耗时。农业类专业课程注重实用技能
与技术训练，而思政课程则侧重理论知识与价值观教育，两
者在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难以自然融合。学科壁垒限制了资
源共享，还阻碍了教学创新。例如，农业技术课程需要大量
的实验室实践和田间操作，而思政课程则更多依赖于课堂讲
授与讨论。这种差异使得在同一课程中融合多学科内容变
得困难，导致教学资源的优化利用受到限制。当前，许多高
职院校的课程资源整合程度不足，学科壁垒依然明显，影响
了协同育人效果，也制约了课程质量的提升。同时，课程资
源的整合还面临着教师合作意识不足、学校管理支持不力等

８７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５）第３８卷第６期　 总第３８８期



问题，进一步增加了资源整合的难度。
（二）教师思政素养待提升，培训机制尚不完善
教师是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核心，但目前许

多农业高职院校的教师在思政意识与能力方面存在不足。
部分教师对思政教育的认识不深，教学方法陈旧，难以有效
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参与度。此外，教师培训机制的不完善也
加剧了这一问题。现有的培训内容多集中于理论讲解，缺乏
实践指导，培训方式单一，难以满足教师多样化的需求，导致
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难以灵活应用思政教育理念，影响了协同
育人的整体效果。当前，教师思政素养提升缓慢，培训机制
不健全，已经成为制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重要
因素。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教师对思政教育的热情和投入
不足，使得思政教育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加之学校在教师
思政素养提升方面的投入不够，培训计划缺乏系统性和持续
性，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和指导，进一步
削弱了协同育人的实效性。

（三）学生需求差异明显，个性化培养难度加大
学生们在兴趣爱好、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统一

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难以全面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些学生对
专业技能的掌握有着更高的期望，而另一些学生则希望通过
思政课程获得更多的价值观引导与思想启迪。需求的多样
性增加了个性化培养的难度，使得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面
临更大的挑战。教学内容难以统一，教学方法难以适应学生
个体的差异，导致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获得满意的学
习体验和成长成效。更为复杂的是，不同学生的基础水平和
学习能力差异也很大，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花费更
多精力去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
进一步加剧了个性化培养的挑战。此外，学生的社会背景、
成长环境等因素也对其思政教育的接受度和反应产生影响，
使得统一而有效的教育模式难以实施。

（四）管理机制有待健全，保障体系尚需构建
当前的管理机制存在组织协调不力、资源配置不足等问

题，导致协同育人工作推进缓慢。许多学校缺乏明确的组织
架构与分工，相关工作的落实常常依赖于个别教师的自觉与
努力，而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此外，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也
制约了协同育人的效果，一些资源丰富的学科能够较好地开
展协同育人，而资源匮乏的学科则困难重重。管理机制的不
完善影响了协同育人工作的推进速度，还导致资源利用效率
低下，无法形成良好的工作闭环。目前，管理者对协同育人
的认识不足，对其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政策落实不
到位，相关工作的推进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学校在资源分
配、教师评价、学生反馈等方面的机制不完善，进一步削弱了
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缺乏长效机制和系统支
持，使得协同育人工作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其实际效果和
长期发展。

三、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实
践路径

（一）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协同育人的目标与规划
在推动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

人的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是首要任务。为此，建议成立专
门的协同育人指导委员会，由校领导、教务部门、思政教育专
家及各专业系部负责人组成。该机构要负责制定长远的育
人规划，还需进行定期评估和调整，以确保策略的有效落实
和持续改进。具体而言，应制定详细的培养目标，明确学生
在思想政治素养、专业技能以及综合素质等方面的成长路
径。课程设置上，应在每个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内

容，确保思政元素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此外，教学方法也
需进行系统化规划，鼓励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互动式
教学、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以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参与
度。顶层设计是协同育人工作的方向引领，还应体现在资源
配置和政策支持上。学校需加大对课程思政的投入，包括设
立专项基金支持课程开发、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与此同
时，应建立激励机制，如评选优秀思政课程、奖励优秀教师
等，以激发教师参与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提升教师素养，强化课程思政的培训与实践
教师是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关键力量，因此

提升教师素养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建立系统的教师培训
机制，定期开展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培训活动，邀请知名
思政专家、优秀教师分享经验，帮助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提升
思政教学能力。培训内容应包括最新的思政教育政策、思政
课程改革案例分析、教学方法创新等，确保教师在课程思政
方面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实际教学
中，鼓励教师积极进行教学创新，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
项目式教学、跨学科教学等，使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机融
合。例如，在农业专业课程中，可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社会实
践活动等方式，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中，使学生在掌握
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思想政治素养。此外，应建立教师交
流平台，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会、示范课观摩等活动，促进教师
间的经验交流与共同成长。通过强化教师的课程思政培训
与实践，可以大幅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推动教
学创新，进而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培养出
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道德情操的新时代人才。

（三）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有机融合
创新教学方法是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的

关键，需大力推广案例教学法，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与讨论，
引导学生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紧密
结合。例如，在农学课程中，选取与农业发展、农村振兴相关
的案例，探讨背后的政策、社会影响及道德伦理问题，使学生
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此外，情境教学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通过模拟真实场
景，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角色扮演、任务完成等活动，能够
更好地理解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内容的现实意义。例如，在
农产品市场营销课程中，设计模拟市场交易的情境，让学生
在实践中理解市场规律和诚信经营的重要性，从而实现思政
教育目标。为了进一步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效果，建议开发
融合课程，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深度整合。例
如，开设“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课程，内容涵盖农业技术创
新、农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通过跨学科的视
角，使学生全面理解农业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
背后的伦理和政策问题，从而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有
机融合。

（四）完善评价机制，确保协同育人的质量与效果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要求除了传统的知识测试外，

还应加入综合素质评价，如思想政治素养、实践能力、创新精
神等方面的考核。即通过学生自评、教师评价、同学互评以
及社会实践表现等多渠道获取评价信息，形成全面、客观的
学生成长档案。在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方面，也需引入多样
化的评价方式。除了学生的课堂反馈外，还应结合同行评
议、教学成果展示等方式，全面评估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思政
教育效果。定期组织教学评估活动，通过专家评审和公开课
展示等形式，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思政内容的融入情况进行
综合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同时，应建立反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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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确保评价结果能够有效应用于教学改进。定期召开评价
反馈会议，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和学生，提出改进建
议和措施，推动教学的不断优化和提升。此外，学校应鼓励
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评价机制的完善，通过意见征集、座谈
会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确保评价机制的可操作性。

结语
尽管农业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实践面临学科壁垒、教师培训不足、学生个性化需求难以满
足等诸多挑战，但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教师素养、创新教
学方法和完善评价机制，农业高职院校可以克服相关困难，
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有效推动协同育人的深入发展。未
来，期待更多的研究和实践能够优化该模式，促进农业高职
院校思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国家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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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Ｊ］．河南农业，２０２３（２７）：６－１１．

［３］叶妍，于美玲．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
行协同育人路径探析［Ｊ］．辽宁经济，２０２３（４）：８３－８６．

［４］陈正权，朱德全，彭洪莉．从无序到有序：高职院校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困境与路径［Ｊ］．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２３，４４（５）：２３－２９．

［５］肖洁．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路径探究［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２０２３（１）：５２－５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ＹＡＮＧ Ｄｅ－ｘｉｎｇ
（Ｓｕｚｈｏ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ｕ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ｉ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ｅｄ，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责任编辑：章樊）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上接第７７页）
　 　 ［７］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１９．

［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１ ／ ３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６２６５９． ｈｔｍ．

［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Ｍ］．
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９９，２１８．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２４７．

［１１］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与微循环［Ｊ］．思
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４（９）．

［１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Ｍ］．北京：外文出版
社，２０１４：６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ＨＡＯ Ｌｉ－ｊｉ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ｏｒｋ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ｅｆｆｏｒ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

（责任编辑：范新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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