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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some effectiv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results have been initially 
achie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llabor-
ative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
lems that mak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urri-
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rouble.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teacher collabo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curriculum system con-
struc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how to explore in terms of system construc-
tion, team training, and teaching and educating system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ra curriculum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a mul-
ti-party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odel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at-
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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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课程思政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研究热点，不同学者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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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阐释也不尽相同。本质上课程思政是要求思政教育覆盖整个教育过程中，

是指通过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尊重学科特性和内在规律，将课程本身

涵盖的思想政治元素挖掘出来，有效融入到课程教学和改革的方方面面。课

程思政的本质应该是一种教育，是为了立德树人。基于此，高职院校所有课

程都可以作为培养学生多元化、全面发展的载体，以课程作为载体和途径，

在育人过程中，就要强调多方协同作用，共同培育出符合国家需要的人才[1]。
其中，高职院校协同推进的关键在于将作为子系统的思政老师、辅导员、专

业课老师、企业导师产生有效关联，协同关系，促进课程思政育人系统整体

效应提升。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 高职院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理论依据 
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逐步陷入了“孤岛化”的境地，也就

是思想政治工作几乎由思政老师承担，而忽视了其他各类课程的思政育人元

素和其他老师的育人责任。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虽然为必修课，但

是效果甚微。新时代下，党和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对实行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

要求。无论是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想建设指导纲要》，

还是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中，都着重强调了思政课程要与其他课程进行融合，形成协同育人效应。

2021 年 1 月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法》

的通知中，提出要建立课程之间密切配合、必修和选修课程的相互协调的课

程体系，从而有效实现联动[2]。国家、省市、以及相关部门出台有关课程思

政的政策文件，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政治理论课程育人的重要性。 
“协同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哈肯提出的，协同理论认为“各自系统

千差万别，如激光中的原子、光子，生物系统中的动物、植物，社会系统中

的工厂、农村、团体、个人，他们的性质完全不同，但他们从无序向有序转

变的机制却是类似的，甚至是相同的，遵循共同的规律”。哈肯阐释道：“我

们现在好像在大山脚下，从不同的两边挖一条隧道，这个大山至今把不同的

学科分隔开来，尤其是把软科学和应用科学分隔开来。”同样，在高职院校

课程思政这一系统中，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构成了四

个子系统，如何使他们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壁垒，形成内发性的组织构建

有效的课程思政育人机制，进而更好地落实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

当前高职院校多方推进课程思政合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哈肯学者提出的协同

理论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理论上看，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育人

机制的构建应当视为整体，处理好构成高职院校课程思政育人中重要的几方

力量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推进课程思政的改革和发挥育人效果。 
(二) 高职院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现实依据 
此外，大学生是作为我国发展进步的后发力量，大学生的价值观正确引

导更是重中之重。高职院校应当抓住大学的课程特点和学生价值观进行融合

教育。处于大学阶段的学生正当价值认识提升与健全时期，较容易受到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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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而模糊自身的判断力，不利于形成正确、坚定的政治信仰。有些

学生对未来没有规划，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行动，对于国家人

民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些对于国家对青年的期望目标有偏差。青年学生的培

养是利于党和国家长期发展的，因此高职院校多方主题共同努力，协同育人

势在必行。 

2. 高职院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经验 

以往高校教育过程中习惯性将思政教育单独派分给思政课程中，将知识、

技能和思政教育剥离分开了，尤其是高职院校更强调课程中技能应用能力的

培养，容易将专业课教育和思政教育从课程体系中脱离出来，这是不利于高

技能、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的。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结合自身院校

特点，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路径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譬如，

北京市、上海市的课程思政机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调整、不断摸索改

良的机制。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重要讲话后，举办了一系列针对思政课教学的培

训班并积极开展高校思政课程的经验交流分享会，同时还在具体实践中结合

现实情况加强课程思政机制的构建。上海市更是从 2005 年以来至今，十几年

间对课程思政育人机制进行不断的发展和调整，致力于将大中小学的德育课

程和思政课程进行一体化建设，其课程思政育人机制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

阶段实将教学目标中的德育育人元素融入到大中小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课

程之中的“学科德育”；第二阶段是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坚持“两纲教育”为

基础，进行纵向衔接、横向贯通和主体关联的文化育人和实践育人教学，从

而有效提升课程思政改革的整体性；第三个阶段是构建出了完善的课程思政

育人机制的制度体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上海大中小学课程思政育人机制。 
此外，全国各地许多高校也贡献了较为成熟的课程思政建设的经验。比

如，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复旦大学，将工科类专业的代表课程中有机物质的提

取与制作和当代以屠呦呦为代表的科学家的对有机化学的贡献相结合并融入

到课堂教学。主动用真切的爱国精神感染学生，不单单是对工科课程的教学，

而是将课程中的化学元素与爱国情怀相结合，并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热爱祖

国之情。通过从课程中挖掘出的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思想政治元素来教育

学生主动肩负起建设祖国、推动科学发展的使命。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在表

演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以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为抓手，循循善诱，引发学生

对于生活、思想与技术三者关系的思考。通过课程教育后，学生发现到了表

演学习中思想与技巧同等重要，自身在各个方面都有不断提升进步才能成长

成才。与此同时，该校还创新性地举办各种竞赛活动，培训活动等，不仅激

发学生，而且让更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思考、不断提升，真正将课程思

政建设落到课堂教学之中[3]。全国各地还有很多高校在课程思政育人机制建

设中贡献突出，在此不一一列举。通过对典型地区高校构建课程思政协同育

人过程中，可以看到高校大多是采取试点的方式，充分结合自身课程体系特

色，选择部分课程进行试点探索，取得一定的成效后再继续深入推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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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逐步形成完整的课程思政体系，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在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实践中，师生参与的积极性是关键。其中，思政教师、辅

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作为教师群体更是机制运行的核心力量。高校，

尤其是高职院校，企业导师是引导学生从学校到社会实践的教育者、指路人。

高职院校在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时，非常注重这几个子系统的功能性，确

定了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推进。比如，明确将课程思政建

设的要求纳入教学大纲，这是对专业课教师的要求；依托思政课程的教学平

台，放入更多思政元素，这是对思政教师的要求；学生活动中，日常教育中

有机融入思政教育，这是对辅导员的要求；同时，对企业导师的要求体现在

企业导师聘任和评价中。最后，高职院校更多是结合区域特点和自身特点来

进行课程的选择。四个子系统的协同是从教学角度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课程思

政的教学能力。高校只有率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不断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内

容、方式才能更好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3. 高职院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框架 

目前，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建设过程中初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有些

许问题让高职院校在推进课程思政育人工作陷入困境。主要有各类教师协同

合作、管理机制、课程体系构建等方面。笔者从现有经验的了解中，初步总

结以下经验。 
(一) 加强高职院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制度建设，做好顶层设计 
目前，高职院校更多是通过课程试点来进行思政育人，暂时没有相关的

法律法规文件，而且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各学校的重视，只有

法律法规作为规范，从而让政府、学校、老师重视，并形成一种主动意识，

而不是被动意识积极参与其中，这一政策才能落到实处，达到协同育人的效

果。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省、市、区各级政

府行政主导和推动，各部门通力合作和共同推进。我国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已

经逐步开始实践[4]。但是其中的具体实施落实，需要各大高校进行探索和制

度完善。加强课程思政改革过程中的部门协同，做好顶层设计便于建构符合

高校自身特色和学生发展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架构，同时明确课程思政改革

工作的基本原则、涉及到的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分工、具体实施办法，全面系

统进行改革探索。 
(二) 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提升教师参与度。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中，教师作为主体力量不可替代，要发挥各类子系统

(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的主观能动性，这四者隶属不

同部门，而且相互独立，造成了一定的隔离。而且有的专业课教师在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主动性不强，能力不足，对待课程思政教学认为是附加的

任务，采取消极的态度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困难。实践证明，四方力量的协

同育人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思政育人需要高职院校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广泛

参与和写作，正是基于对课程思政建设的认识和实践，高职院校通过建设协

同创新平台将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汇集在一起，对大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群策群力，给予多方参与教育的平台和机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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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师的参与度，自下而上强化老师对于各类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总结，

使教师真正树立起理论知识讲授、职业技能培养和大学生价值引领相结合统

一的教学理念，强化教师的三全育人意识，增加教师适度的职业危机感和紧

迫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教师客服职业倦怠并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争先

创优意识[5]。多方教师的互动交流中，不同学科知识和教学理念的碰撞打破

了之前单一的思政育人风格，能激发新的教育智慧。教师的深度参与能激发

思政工作热情，促进其专业的持续活力发展，同时也为思政教育补充了新鲜

元素，有利于增强学校人员组织的生命力和创新性。 
由此可见，高职院校需要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实施定期交流、培训提

升和保障等来激发教师教育热情，真正做到政策与教师主动相结合。 
(三) 构建协同育人教学体系，建立评价反馈机制。 
高效便捷、多元化的沟通方式是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

导师协同育人的保障。首先，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建立好四方之间

的联系渠道，互通有无，适当打通课堂内外思政育人壁垒。线上线下构建出

新场地、多阵地、实际场景的联动，基于各个学科特点和课程教学实际情况

来有机融合融入思政元素，协同开发课程，扩宽育人途径。首先对于高职院

校，其育人观念是培养有高素质的高技能技术人才，这就需要从学校层面加

强课程思政宏观制定和管理，高职院校和二级学院需要结合学校实际和专业

特色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和考核评价制度。课程思政育人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是教学资源和教学理念不断融合的动态过程，是各方力量的协同合作的

过程。这更需要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以思政育人为目

的加强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等方面的合作，能够在教学和学生管理过程中

完善教学方法、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同时也让学生的思政课程内容和专业

更为契合，这些都能使得各类教师和辅导员对学生价值引领和素质培养的效

率更高。 
此外，建立评价反馈机制，是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持续改进的重点，推进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来激发效用，并把四方力量协同育人工作成

果作为考评晋升选拔等重要依据。建立评价，加强反馈是引导平台建设决策

的依据。 

4. 结语 

笔者结合各地高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经验，思考应该如何进行课

程思政改革，如何转变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的教学观

念，提高思政教育水平，共同提升协作能力，实现思政育人的目标。在新时

代课程思政改革大背景下，无论是教师队伍的改革还是实践探索的经验都有

一定的成效，但是相对于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还不够成熟，如何思考具体的

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规范机制是当前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重难点。本文的

创新之处在于研究内容的创新，在研究分析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的实践案例

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使得思政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企业导师进行协

作来达到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的最优化。笔者认为各个高职院校在贯彻落实课

程思政的同时能结合学校实际特色进行创新，不断丰富课程思政改革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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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高职院校推荐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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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高职院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摘要：目前，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建设过程中初步取得一定的有效探

索和实践成效，但是还有些许问题让高职院校在推进课程思政育人工作陷入

困境。主要有各类教师协同合作、管理机制、课程体系构建等方面。所以如

何在制度建设、队伍培养和教书育人体系等方面进行探索是推进协同思政育

人工作实效的重要保障。此外，构建新时代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多方

协同发展模式，对于形成“三全育人”和“大思政”格局起关键作用。 

关键词：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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