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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当前时代的飞速发展与教育的不断改革,我国对于学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不

仅需保障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要注重学生人格品质的同步发展。而三全育人则是近些年来国务院提出的

重点内容,主要是针对教育现状为培养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而推出的理念,在“大思政”背景下,

从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到专业知识学习以及生活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着手开展教育,并以思想道德教育

为核心重点,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思想,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本文就针对“大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三全

育人模式展开思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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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era and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education, China has 

put forward higher standard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requiring not only to ensur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quality. The 

three wide education is the key content propo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recent years, mainly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more in lin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big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start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from th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life and mental health, and other aspects, takes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focus, implements the idea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inking and research on the three wide education model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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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素质教育理念被贯彻落实

到各个阶段的教育中,教师们需要基于

立德树人的思想开展各科教学。作为培

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摇篮,高职院校的

教育不仅要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更要

关注学生人格品质与思想道德的同步发

展,积极寻找致使高职院校学生出现心

理问题的原因,以及影响到学生思想道

德发展的根本成因,进行更有针对性的

教育改革,突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在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将思政

和学生的日常与课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

起,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 

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1.1合力育人意识不够完善 

当前“大思政”的教育理念要求家、

校以及社会共同参与其中,但许多高职

院校并没有建立起“大思政”合力育人

的意识,也没有明确育人的主体地位。想

要充分落实大思政的教育理念,实现合

力育人的目标,就应当充分发掘出思政

教育的核心思想,并建立起自觉育人的

观念,鼓励师生合作,拓宽思政教育的视

角,在有形与无形当中实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的目标[1]。 

1.2多重育人资源没有整合 

在高职院校进行思政治教育工作中,

应当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各项教育

工作。对于多数专业课程的设计和团建

党建工作,以及校园文化的构建,都应当

适当渗透思想道德教育意识,并丰富校

园内的思政育人资源,在各个平台与各

项育人方式当中明确落实思想政治教育

的基本需求。但高职院校对此方面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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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没有致力于整合育人资源,使的

学生们受到的思政教育不够全面,不利

于“大思政”教育理念的落实。 

1.3学校育人特色还未形成 

在一直以来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当中,都沿用着传统且单项的教

育方式,但是这一教学手法形式过于单

一,且缺乏特色,无法吸引学生的兴趣。

而在“大思政”的背景下,思政教育意在

转变传统刻板的教育模式,实现因材施

教且因地制宜的教育理念,以确保能够

满足高职院校所有师生们的思政需求,

创设更具特色性的思政课程,并巧妙融

合现代网络技术以及学科文化思想,充

分将三全育人和“大思政”的思维纳入

到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当中。 

1.4思政育人机制尚未健全 

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

中,还尚未建立起健全的育人机制。若想

真正意义上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

进学生道德品质与职业技术能力的同步

发展,就应当注重激励、协调、组织、考

评等机制的创设,结合当前的教育现状,

不断优化完善大思政背景下的三全育人

工作,突出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将教育

力度内化为学生的学习动力。 

1.5缺乏专业思政师资团队 

一般来说,高职院校中专业的思政

团队主要由思政教师和思政辅导员组

成。受到以往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

很多思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都以

“灌输式”为主,缺乏对学生主体地位的

重视,也忽略了课程的生动性与学生的

吸收程度。久而久之,学生面对过于枯燥

和繁琐的理论知识就会丧失学习兴趣,

同时也不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在实际生

活当中,无法真实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

很多高职院校也不注重专业思政师资团

队的建设,忽略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有时

也会让一些行政人员来兼顾思政教师的

角色[2]。对于专职的思政辅导员来说,

很多高职院校没有要求其专业必须为思

想政治教育方面,导致很多思政辅导员

专业能力不足,在实际工作中更多成为

生活辅导员的角色。思政教师和思政辅

导员是能够充分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的主力,如果教师和辅导员的专业能力

欠缺和经验不足,那么就大大阻碍了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实施。 

2 “大思政”背景下的三全育

人教育模式构建原则 

2.1专业性原则 

在当前这个思想意识文化十分开放

的时代,实现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构建,以更加全面、科学、有效的引领性

优势,凸显出三全育人的教育本质,而若

想要充分发挥出三全育人教育模式的效

用,就应当注重思政教育专业性原则,致

力于提高校领导、教育工作者、辅导员

等的专业能力,并巧用各类先进资源与

教育载体提高教育的质量。同时,构建更

加科学的教育渠道和教育体系,让高职

院校的学生无论是处于课堂学习中,还

是日常生活,亦或是校园活动,都能感受

到思想政治的气息,并不断得到优良风

气的熏陶,逐渐成为拥有高素质与高品

德的专业人才。 

2.2实践性原则 

落实“大思政”背景下的三全育人

教育,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应当注重其

实践性的特点,将实践放在思想政治教育

模式的核心重点上。与此同时,实践也应

贯穿在三全育人的全部过程中,只有通过

实践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思想教育育人的

基本效用。在“大思政”的背景下,高职

院校应注重实践基地的构建,同时增加学

生社会实践的机会,从根本上向学生渗透

思政元素,使学生明是非、辨善恶,让学生

能够踏踏实实做事,形成“工匠精神”,并

建立自己未来发展的远大理想。 

2.3创新性原则 

想要深入贯彻落实三全育人的教育

理念,就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

原则,通过思路的创新,构建更加多元化

的教育模式,并整合来自多方位的思政

育人资源,巧用信息技术满足学生们的

不同需求,进而实现合力育人的长效机

制落实。在课程上突出思想政治内容,

并以文化网络和实践为思想政治的教育

载体,融入“大思政”的教育格局。 

3 “大思政”背景下的高职院

校三全育人模式构建策略 

3.1革新教育理念,建立学科机制 

理念是付诸实践的技术所在,也是

行动的先驱,无论是何学科的知识学习,

都需要先获取理论知识才可以进入到实

践活动当中。在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当中,为了落实三全育人的思想,

就要首先革新理念,对于理念的转变应

从思政工作仅仅是思政教师、辅导员的

职责转化为是所有学校教师、工作人员

的职责所在,课堂教学转化为课堂思政,

结合教书和育人,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其次,应当转变教学的主体地位,在以往

传统的思政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们往往

过于注重知识的传输,而忽略了学生的

课堂主体地位,所以在当前的思政教育

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主体地位还给学生,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为核心要点,以

此来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第三,要革

新教学方式,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为了提高思政教育的效果,确保学

生能够发自内心理解思维理念,就不光

要注重对理论知识的传输,也要注重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学校可以进行校

企合作,引入企业的优秀人才对学生展

开授课,亦可设立学生到企业参观、实

习的机制,在实践中充分落实思想品德

的渗透。 

在“大思政”背景下,为思政学科教

育机制的优化与改进提供更加广阔的空

间。思政课程要融合教学体系,教材和学

科体系为一体,注重教师自身专业能力

的提高,并针对各学科的教育要点,深入

发掘其内在思想政治元素,实现多学科

并进的目标。此外,也要注重校外实践课

程与校内理论课程的融合,积极创新教

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使学生形成更加有

效的思想政治认知[3]。 

3.2构建激励机制,善用多样资源 

基于“大思政”的背景探寻三全育

人模式的优化举措,构建起合理的激励

机制尤为重要,通过激励机制充分发挥

出思政教育的效用,这对促进高职院校

思政教育发展大有裨益。激励机制有助

于提高教师的育人自信,并强化教师的

思政育人意识,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自

主学习意识。重视教师团队专业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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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在校内建立起教师的考核与激励

制度,可以定期开展评选“优秀教师”、

“道德标兵”、“ 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等活动,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引导教

师将立德树人理念融入到日常教学工作

当中,推动三全育人模式的进步。 

同时,各科教师们要懂得巧妙利用

各类先进资源与多方途径对学生进行思

政教育,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和

自我服务,利用独具校园特色的文化建设,

组织学生进行党团活动,并树立学生典型,

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榜样力量,让榜样

带动全体学生,也就是由点及面,激发学

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主性。也可以时常

开展学生的内部团体评价,注重对学生

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同时完善相应的考

评制度,以此来满足学生的成就感,调动

学生积极性,实现全员育人的目标。 

3.3增强组织管理,制定工作计划 

基于“大思政”的背景,想要构建更

加完善的三全育人模式,学校内部的组

织管理机制尤为重要。应当以问题和价

值为导向,确定教育目标与方向,从上层

设计层面就设定更加科学严谨的道德思

政体系,充分发挥出各方对学生的育人

效用。这样可为今后的实践德育工作奠

定扎实稳固的基础,同时充分发挥出文

化育人的重要作用,实现全方位的管理

机制落实。 

学校也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工作计

划,以党建为导向,各个部门联合起来组

织构建大思政的管理机制,了解学生的

思想与实际需求,提高对学生思政教育

的管理质量。也可以时常组织学生开展

各类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实践教育活动,

比如组织学生深入企业实习、开展社会

调查、参与志愿者等活动,培养学生工匠

精神、社会道德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3.4推动实践养成,优化教学评价 

为了充分发挥出“大思政”背景下

三全育人教育模式的优势,教师们就要

懂得整合实践资源,为学生拓展更广阔

的实践平台。高职院校需联同校外建立

起内外衔接的思政育人制度。高职院校

的学生是即将迈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

的专业性人才,所以对于学生毕业后的

就业问题应当充分重视,让学生懂得利

用所学知识与专业技能和企业工作进行

有效结合,借助校企合作这一优质平台

渗透社会实践的育人服务工作,以此来

丰富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育人形式,落

实全过程育人的目标。 

首先,可以整合校企实践资源,构建

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实践与实训机制,并

成立志愿者服务平台。其次,基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优化人才培养

体制,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的理论实施质

量,不仅要注重课堂教学,也要注重利用

先进互联网资源进行线上学习与线下授

课,并关注到深入学习实践的体系构建。

后,也要推动实践教育的改革,制定好

实践思政教育的标准,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适当增强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

重。不断优化与健全教育体系,以此来落

实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 

除此之外,高职院校也应当完善教

学评价体制来实现德育工作的质效提高,

利用科学合理的评价,展现出思政育人

的成果。首先,对于学生的课业成绩评价

应当通过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进行

全方位评价,不要将成绩当做评价学生

的唯一标准。在评价的方式上,教师应当

结合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线上学习和

线下学习,课内外学习等方面充分发挥

出评价的动态与多样性特点,对学生的

理论知识、实践能力、技能和综合素养

进行优质评价。其次,而对于评价的主体

可以让学生进行自评,让学生自己发现

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正,提高学生

的自我认知；也可以采取生生互评的形

式,让学生同龄人之间互相评价,有助于

发现对方的闪光点和优势,改善自身的

不足,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 后,

要不断优化课堂的评价体系,选择 为

符合学生成长需求的教学模式来强化对

人才的培养。通过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

实现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4 结论 

综上所述,三全育人的改革直接点

明了现代教育思政理念的重要性,也为

各大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扎实稳

固的基础。高职院校若想培养出符合国

家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就应立足于“如何

培养人才？培养什么人才？为谁培养人

才？”这三个问题开展教育活动,并将立

德树人这项教育任务内化到教育的方方

面面,打破桎梏住三全育人体制的阻碍,

截断思想政治工作的盲点,实现全员育

人、全过程育人与全方位育人的“大思

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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