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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文献法等对２０１４年以来国内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情况进行文献综
述，分析研究者关注的内容，针对不足提出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综述围绕理论依据、研究方法、评价主体、
评价体系、实施方法和实施效果等内容展开。研究发现，现有研究理论或理念支持不够多元、同质化程度较高、实
证研究相对缺乏，研究者多基于文献资料，通过逻辑推衍式理论探讨构建评价指标；研究者关注评价主体多元，但
缺乏实践过程，不利于评价体系的应用推广，实施评价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缺乏数据支持。后续研究可寻求多
元理论支撑，加强实证研究，关注实施评价能否有效促进教师群体落实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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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旨在

通过评价机制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确保各类课程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评价是检验课程思政
建设和教学实施的关键环节，是课程思政教学的指挥棒，有
助于课程思政入课程。近年来，针对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
评价体系的构建、实施策略、评价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优
化路径，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盘点
当前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总结主要内容，梳理
存在的问题，以期深化后续研究，为优化高职课程思政教学
评价工作、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检索策略
研究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为检索源，以关键词和篇名

为检索字段，检索词包括：课程思政／思政教育／教学评价／评
价体系／职业教育／职业院校／高职教育／高职院校，具体检索
公式为：（ＫＹ＝（‘课程思政’＋‘思政教育’）ＯＲＴＩ ＝（‘课程思
政’＋‘思政教育’））ＡＮＤ（ＫＹ＝（‘教学评价’＋‘评价体系’）
ＯＲＴＩ＝‘评价’）ＡＮＤ（ＫＹ ＝（‘职业教育’＋‘职业院校’＋‘高
职教育’＋‘高职院校’）ＯＲＴＩ ＝（‘职业教育’＋‘职业院校’＋
‘高职’）），时间范围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８月３１日。

（二）检索结果与文献资料整理
共检索到相关论文１０６篇，其中北大核心５篇。根据标

题和摘要进行初次筛选，剔除与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研究无关的文献６４篇，全文阅读剩余４２篇文献资料。利用
Ｅｘｃｅｌ表进行提取信息的整理。从全文阅读的文献中提取的
信息内容包括：理论依据、研究方法、评价主体、评价体系（或
内容）、实施方法（或评价方法）、实践效果（或检验）。

二、研究综述
（一）理论依据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中，学者们广泛参考了扎根理

论、ＢＳＣ理论、ＣＩＰＰ模式、柯氏评估模型、真实性评价理论、利
益相关者理论、维果茨基理论等多种理论基础，为课程思政
评价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支撑。

扎根理论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
过质性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和理解教育实践中的动态过程及

其对学生思政素质的影响。扎根理论的核心在于从原始数
据中归纳出概念和理论，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对复杂教育现
象的研究。在金卫华等人的研究中，采用了扎根理论方法来
探讨和验证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扎根理论在课
程思政教学评价中的应用体现了质性研究的力量，通过深入
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够揭示教育实践中深层次的现象和规
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和评价。

柯氏评估模型最初主要应用于企业培训的效果评估，后
来学者也将其用于教育领域。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柯氏
评估模型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构建全过程、全方位、全层次的
评估指标体系，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的内部主观感受到外
部的客观行为，将学生对教学的反应评估、学习行为评估、学
习能力评估、学习最终效果的评估等综合起来。此外，基于
柯氏评估模型理论构建的高职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明确方向；它不仅注重知识
传授，还关注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和道德品质提升等方面。

ＢＳＣ（平衡计分卡）理论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构建一个全面、多维度的评价体系。ＢＳＣ理论由
Ｋａｐｌａｎ和Ｎｏｒｔｏｎ提出，它强调从多个角度衡量组织的绩效，
不仅仅关注财务结果，还包括客户满意度、内部流程效率以
及学习和成长等非财务指标。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课程思
政教学中，这种多维度的评估方式尤为重要。ＢＳＣ理论通过
引入顾客（学生）、内部流程（教学内容与方法）、学习与成长
（师资队伍建设）等多个维度，为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一个全
方位评价的视角。

ＣＩＰＰ模型由美国学者Ｓｔｕｆｆｌｅｂｅａｍ提出，它强调对教育活
动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该模型认为教育评
价是一个决策导向型的活动，其目的在于促进教育方案的改
进和完善。ＣＩＰＰ 模型通过引入背景评价（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输入评价（Ｉｎｐｕ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过程评价（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和成果评价（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等多个维度，为课
程思政教学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评价的视角。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组织的行为和决策都会影响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需要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
见和建议。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学生、教师、学校管理
者、行业企业、家长等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为课程思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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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评价的视角。
ＣＩＰＰ模型和利益相关者理论都主张，通过学生的反馈来

评价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有效性；通过教师专业成长和团队发
展来衡量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也考量了学校教育资源的
配置情况，确保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此外，ＢＳＣ理论、
ＣＩＰＰ模型、利益相关者理论均强调了长期和短期目标的平
衡，这对于课程思政教学来说尤为重要。在追求即时教学效
果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通过持续的专业发展和改进来提
升长期的教育质量。

维果茨基的理论核心在于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环境
与个体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内化过程的重要性。具体
而言，维果茨基理论的应用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评价内容要选取来自鲜活、有生命力的社
会信息资源，与时俱进，确保教学内容紧贴社会发展需求。
其次，评价要引导教师设计具体的教学活动项目，在潜移默
化中实施课程思政，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知识内化。此外，
维果茨基认为语言是思考与认知的工具，也是自我调节和反
思的工具，因此，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引导学生的思维，促
进学生的自我调节和反思能力的发展。最后，维果茨基强调
交互在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之一就是课
堂的交互活动，如通过学生扮演角色进行浸润性体验学习。

真实性评价理论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的应用，主要体
现在通过设置真实的工作任务，对学生进行内在价值观和外
在专业技能的全方位训练和考核。首先，真实性评价的结果
可以是某一产品、作品或是绩效，能够体现未来真正工作时
所具备的潜能。其次，真实性评价的内容要具有社会情境的
真实性，通过设置与现实工作场景相似的任务，考查学生在
真实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真实性评价的实施效果
表明，它能够改善学生对待学业的态度，提升他们的沟通技
能和就业能力。

在４２篇全文阅读文献中，１６篇明确研究所依据的理论，
其中８篇文献使用ＣＩＰＰ模式构建评价指标。

（二）研究方法（或工具）
研究者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经验分析

法等方式收集数据，初步拟定指标，其中经验分析法和文献
研究法使用较为普遍。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德尔菲法、层次
分析法、李克特量表等被广泛应用。在处理数据时，有８篇文
献使用了ＳＰＳＳ软件，４篇文献使用了Ｅｘｃｅｌ表。

研究者利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课程
思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识别出影响课程思政效果的关键因
素，如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等。在此基础
上，结合专家访谈和小组讨论等方式，进一步细化和验证这
些因素对课程思政成效的影响，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此外，文献研究法还帮助研究者从多维度理解课程思
政的内涵及其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通过对现有研
究的总结和分析，研究者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改进措
施，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创新评价机
制等，以促进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提升。

研究者多方面应用问卷调查法和李克特量表，它们不仅
帮助研究者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一手数据，还为后续的评价
体系构建和优化提供了实证基础。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全
面、客观地反映课程思政教学的实际情况，为提高教学质量
提供科学依据。

问卷调查法、李克特量表的具体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是设计问卷以收集数据，这包括制定调查问卷与访
谈指南；其次是实施调查过程中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如确保
参与调查的教师、学生和行业专家能够充分理解调查目的并
给予真实反馈；最后是实施后的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建立，

对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调整和优化评价
体系。

德尔菲法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主要
体现在通过多轮专家咨询来构建和验证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者根据相关文献和理论，初步筛选出影响课程思政效果的
关键指标，并设计了专家函询问卷。然后，通过德尔菲方法
进行两轮专家咨询，每轮咨询后都对专家的意见进行汇总分
析，并根据反馈调整指标体系。

此外，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还结合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等定量研究方法，对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量化处
理，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例如，杜晓彬等在确定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指标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
帮助确定了教学背景、课程投入、课程实施及课程效果四个
一级指标及其下属的多个二级和三级指标。

（三）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评

估，确保了评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有助于提升课程思政教
学的效果和质量。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中，评价主体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教师自评：教师对自己的课程思政
教学进行自我评价，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
面。（２）学生评价：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主要从教学
互动、知识掌握、价值观引导等方面进行反馈。（３）同行评
价：其他教师或专家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重点在于教学
内容的先进性、合理性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科学性等。
（４）企业人员评价：行业企业相关人员对学生职业道德、职业
操守、工匠精神等进行评价，着重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
业素养是否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求。（５）第三方机构评价：
与教师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机构，如教育主管部门或
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他们对教师的教案、教学视频、ＰＰＴ
等重要教学文件进行客观评价。（６）学校管理人员评价：学
校党委、宣传部、教务处、质管办等职能部门对课程思政教学
进行管理和监督，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７）家长评价：学
生的家长作为评价主体之一，关注学生在家庭环境中的表现
和家庭教育的影响。（８）行业企业评价：参与专业建设或接
收学生实践的行业企业，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
进行评价，以检验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性。

梁卿等分别从课堂、课程、专业等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
标。课堂层面评价指标用于教师或管理人员评价教师；课程
层面指标用于教师自评、互评，以及上级管理人员评价教师
或学生；专业层面评价指标用于内外部人员，评价教师个体
或团队，也可用于评价学生。张启鸿在研究中介绍了本校实
践经验，包括学校评价二级单位和干部、教师、学生，以及企
业评价人才培养方案等四个方面的探索。谭海林等认为评
价主体包括内部和处部两类主体，其中外部主体包括企业代
表、学生家长和第三方机构。沙印等在研究中将企业导师纳
入评价，作为企业层面的评价。在所有文献中，以评教师为
目的占了多数。

（四）评价体系（或内容）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动态发

展的评价系统，它不仅关注教学过程本身，还关注教学效果
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评价体系，可以更有效
地推动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
标。评价体系强调突出育人导向、强化过程控制、坚持多元
综合，注重评价的全程性、科学性和发展性，确保评价体系既
符合教育学逻辑，又融合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在纳入研究的全部文献中，有３６篇文献明确了评价体
系。但由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难以量化及课程思政具有隐
蔽性，所以研究者普通从教学规范入手构建相关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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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学校或管理层方面，主要指标有课程建设情况、教学
体系完整性、师资队伍建设、政策资金保障等，相关研究者主
要有田欣妮、唐浪琼、沙印等。在评价教师方面，主要指标有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反
思等，从这些指标中检查教师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情况，
相关研究者主要有李玉香、陈晓姣等。对企业导师评价，沙
印等提出从“企业师傅与院校教师互动频率”和“实质性教学
内容提供的数量”两个方面评价。在评价学生方面，主要评
价指标有课堂出勤率、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收获体会
等方面，相关研究者主要有陈晓姣、陈明等。

（五）实施方法和实践效果
实施方法主要是解决“怎么评”问题，相关研究中只有较

少文献有提供实施方案或评价具体措施。谌湘闽在研究中
提出一些具体评价措施，如审阅教案、试卷、教学日志，学生
座谈、德育答辩等。陈晓姣在研究中设计了自评表。孙晓阳
在研究中针对不同情况的赋分方式进行了说明。

实践效果主要是指研究者在应用所设计的评价指标后
效果如何。在相关研究中提到实践效果的文献较少，相对较
多的是检验。检验是指研究者如何证明所设计的评价指标
科学。如巩彦平等采用ＡＭＯＳ２０． ０软件进行验证；单伟颖、周
滋霞、郑源等通过问卷函询方式验证指标与专家意见是否一
致；朱冰等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检验实施效
果。在具体效果上有研究者将所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在一
个班级应用了一个学期，发现对学生有正向促进作用。也有
研究者将课程思政评价建模得出的效果与经各层主体评价
和取得的思政类成绩对比，得到“十分吻合”的结论。

三、研究评价与展望
（一）研究评价
现有研究理论或理念支持不够多元，同质化程度较高，

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深。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相对缺乏，
研究者多基于文献资料，通过逻辑推衍式理论探讨构建评价
指标，缺乏实践教学应用和实证分析。研究者关注评价主体
多元，但评价主体与评价指标的匹配性，被评价者对评价指
标的关注度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是否有力提升课程思政
育人效果，推进立德树人工作落地，缺乏数据支持；由于缺乏
实践过程，研究者多数没有分析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痛
点，不利于评价体系的应用推广，实践效果分析上也存在“心
证大于实证”问题。

（二）研究展望
当前研究，在夯实理论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积累，但还比

较薄弱。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要充分遵循教育学的理论逻辑，
同时也要融合系统论、心理学、测量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基
础理论。与此同时，融合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学说、有效教学理论、协同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为研究内
容做理论阐释和升华。加强实践探索，丰富实证研究内容，
各高职院校应充分认识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重要性，积极构
建适合自身实际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上到下积极应用实践，
着力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不断积累数据，优化改进，推
动课程思政育人效果提升。关注教师评价，要通过评价充分
调动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提升，关
键是教师，各高职院校应加强教师思政能力的培育，促进教
师在思政教学上有想法、有行动、有情怀。相关研究也应加
强关注教师群体，研究教师在落实课程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难
点和痛点，教师如何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要充分考
虑不同教师能力，就评价中的难点和痛点提供多样实施方
案。未来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需进一步深入，结合现代教
育技术手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探索更为精准、智能的
评价方法。同时，评价体系应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能够根
据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特点进行个性化定制，以促进教师

教学能力和学生思政素养的全面提升。此外，加强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深化跨学科研究，构建更具实效性的课程思政评
价体系，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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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工作中的巨大潜能优势，同时了解新媒体短视频在开
展工作时存在的缺点，顺应新媒体短视频技术与高校思政课
堂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强高校思政的时代感与吸引力，切实
增强高校思政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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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ＬＩ Ｙｏｎｇ－ｂｏ
（Ｌｉｓｈｕｉ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ｉｓｈｕｉ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３２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ｖｏｌｖ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ｅｎｏｕｇｈ，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ｒｅｌｙ 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ｕｔ ｌａｃｋ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ｌａｃｋｓ ｄａｔ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ｓｅｅｋ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范新菊）
５９

第３８卷第６期　 总第３８８期
２０２５年３月（下）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６（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８）
Ｍａｒ．（ｌａ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