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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课程思政建设是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关键举措。本文

基于课程思政视域，探究高职教师合作育德能力提升策略。研究通过理论体系构建、意义阐释、现状

调研、策略探讨四个维度展开。研究表明，高职教师应树立“三全育人”理念，发挥课程思政协同效

应，推进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创新提出目标导向、制度保障、实践历练、评价激励等提升

策略，为高职教师合作育德能力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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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measure to cultivate mor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

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ours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operative moral educati

on ability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n four dime

nsions：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meaning interpretation，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and strateg

y discus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an

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i

nnovation puts forward goal orientation，system guarantee，practical experience，evaluation and incentiv

e，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

ers' ability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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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方案，高职教师

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使命。然而，当前高职教师合作育

德意识淡薄、融合不足、实效性差等问题突出。因此，亟需在

课程思政视域下，全面加强高职教师合作育德能力建设。 

一、高职教师合作育德理论体系的建构 
高职教师合作育德理论体系的建构应立足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一方面，

要遵循课程思政建设规律，把握思政元素、德育目标、实施路

径三位一体，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教师要挖掘

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引导学

生在知识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价值塑造
[1]
。另一方面，要发

挥教师主体作用，强化协同育人意识，丰富合作育德内涵，完

善能力提升机制。鼓励教师跨学科、跨专业开展交流合作，形

成育人合力。学校要搭建协同育德平台，强化制度保障，将育

德成效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激发教师参与的内生动力，推

动合作育德常态化、制度化。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教师合作育德的意义 
（一）高职教师合作育德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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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需要各学科教师协同配

合、形成合力。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教师合作育德是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

必由之路。通过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不同学科的思政

元素，创新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职教师合作育德为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 

（二）高职教师合作育德是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的现实路

径 

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活跃、个性鲜明，传统的说教式、灌

输式思政教育模式难以取得良好效果。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

教师通过合作育德，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和教学环

节，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专业教师利用自身学科

优势，挖掘思政元素，创设生动鲜活、贴近学生实际的教学情

境，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价值塑造。 

（三）高职教师合作育德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 

高职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不仅要

重视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更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课程思

政视域下，高职教师合作育德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

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在合作育德过程中，教师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提升职业素养；引导

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学

生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塑造高尚品格。 

三、高职教师合作育德能力的现状问题 
（一）合作育德意识不强，协同配合有待加强 

当前，高职教师合作育德意识普遍不强，缺乏协同配合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部分教师仍然秉持“各自为政”的传统教学

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思政课教师的“专属领域”，未能

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专业课教师忽视挖掘学

科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思政课教师缺乏对专业知识的了解，难

以实现育德目标与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教师之间缺乏沟通交

流，未能形成合力，协同育德的整体效应难以发挥。同时，学

校层面对教师合作育德的组织协调不够，缺乏顶层设计和制度

保障，导致教师合作育德意识淡薄，协同配合不足。 

（二）育德能力不足，教学改革亟需深化 

高职教师合作育德能力不足，难以适应新时代课程思政建

设的要求。部分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深入，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涵把握不准确，缺乏将其融入教学实践的能

力。专业课教师缺乏思政教育专业知识和方法，在挖掘课程思

政元素、设计融入路径方面存在困难；思政课教师缺乏对专业

知识的了解，难以将思政内容与专业特点紧密结合。此外，教

师对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不够熟练，未能充分利用信息化教

学平台优化育德方式方法。教学方式单一、内容枯燥，难以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育德实效性不高。高职教师亟需加强教学改

革创新，不断提升合作育德能力。 

（三）实践历练匮乏，育人实效有待提升 

高职教师合作育德实践历练不足，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教学实践智慧，育人实效有待提升。部分教师重理论传授、轻

实践引导，未能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思政课教师与专

业课教师联合指导实践活动较少，实践育人形式单一。校企合

作不够深入，教师缺乏行业企业一线工作经历，对职业岗位的

要求和标准了解不够全面，难以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道

德教育和职业素养培养
[3]
。同时，教师缺乏对学生实践活动的

过程管理和评价反馈，未能及时发现和解决育德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实践育德流于表面，难以真正内化为学生的行为习惯和

价值追求。 

（四）评价机制缺失，激励保障措施不完善 

目前，高职院校对教师合作育德的评价考核机制尚不完

善，激励保障措施有待进一步健全。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中缺乏

针对合作育德成效的专门指标，教师投入合作育德的时间和精

力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削弱了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对

于在合作育德方面表现突出的教师缺乏物质奖励和荣誉激励，

优秀经验和做法未能得到充分宣传推广。学校对教师合作育德

缺乏制度保障，未建立专门的培训、交流、研讨平台，教师缺

乏提升合作育德能力的外部支持。评价机制和激励保障措施的

缺失，导致教师参与合作育德的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形成可持

续发展的良性机制。 

四、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教师合作育德能力提升策

略 
（一）树立“三全育人”理念，强化教师合作育德意识 

“三全育人”理念是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的基本遵循。高

职院校要将其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行动指南，多措并举强化教

师合作育德意识。首先，学校党委要加强统筹谋划和宏观指导，

将合作育德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教师队伍建设整体布局，健全

责任落实机制。其次，要有计划、分层次地开展教师培训学习，

引导教师准确把握“三全育人”的内涵要义，提高思想认识和

理论素养。再者，要广泛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实践活动，发挥优

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教师争做合作育德的排头兵
[4]
。

最后，要将教师参与合作育德的实绩作为考核评优的重要依

据，增强教师的获得感和荣誉感。唯有凝聚起全院教师的智慧

和力量，才能推动合作育德工作落地见效。 

（二）完善顶层设计，健全合作育德工作机制 

构建高质量的课程思政“十大育人体系”，关键在于完善

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一是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由院长担任组长，分管教学、学生、宣传等工作的院领导

任副组长，教务处、学工处、组织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和各二级学院院长为成员，形成分工协作、横向联动的组织

架构。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育德实施方案。明确总体目标、

主要任务、时间表、路线图，细化育人主题、课程体系、教学

大纲等，确保思政建设与专业建设同步推进。三是建立健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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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合作育德协调机制。加强教研室建设，打造思政课教师与专

业课教师的日常沟通交流平台；成立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定期开展集体备课、说课、研讨等活动。四是完善经费投入和

绩效考核机制。设立课程思政建设专项资金，为教师教研创新

提供物质保障；将合作育德成效纳入教师考核和学院绩效评价

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督并重的运行机制。 

（三）开展教研活动，创新合作育德教学模式 

教研活动是提升教师合作育德能力的重要抓手。一方面，

要搭建校内外教研交流平台。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指

委、课程思政建设联盟等资源优势，引进校外专家开展讲座指

导，促进不同院校、不同学科教师的经验分享互鉴。另一方面，

要探索跨学科联合教研的新模式。鼓励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

师协作开发融入式案例、项目等，编写高质量的课程思政教案

和教材。在推进教研活动的同时，要注重创新合作育德教学模

式。一要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充分利用智慧教室、

教学平台、网络学习空间等信息化手段，开发慕课、微课等数

字资源，创设沉浸式体验环境。二要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根据

不同专业特点，灵活采用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

突出生产实践导向和学生主体参与，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三要创新实践教学方式。充分挖掘校内外实训基地的育人

功能，组织开展主题实践、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

实践育人与理论教学的良性互动。 

（四）搭建实践平台，拓展合作育德育人渠道 

知行合一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充分挖掘校

内外资源，搭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实践育人平台，拓展教师合

作育德的时空界域。校内可依托各类文化育人阵地，如校史馆、

先进事迹展厅等，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动

员师生参与场馆建设、讲解服务，潜移默化地引导大学生传承

红色基因。校外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设一批高质量

实习实训基地。引导教师将思政教育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指

导学生“历练品德、砥砺品格、锻炼品行”。还可发挥地方党

政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的育人功能，开辟社会实践新

阵地
[5]
。此外，要积极举办各类学科竞赛、技能大赛、创新创

业大赛，将思政教育贯穿备赛、参赛全过程。教师要精心设计

赛事主题，开展针对性指导，引导学生在与人合作、与己奋斗

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加强师资培训，提升教师合作育德能力素养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所在。高职院

校要坚持师德为先、能力为重，实施精准化、系统化的师资培

训，着力提升教师合作育德能力。首先，要优化培训内容设计。

精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专题，夯实教师的政治理论基础。系统开设课程思政专题，

提升教师挖掘各学科思政元素的能力。二是创新培训组织形

式。通过集中培训与自主研修相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研讨相

结合，专题讲座与经验分享相结合等，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吸

引力。三是拓展校企协同培养渠道。选派骨干教师定期赴行业

企业挂职锻炼，了解产业发展动态，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同时，

聘请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补齐“双师型”师资短板。四是

建立培训管理的长效机制。将合作育德纳入教师岗前培训、职

后培训的必修内容，与职称评聘、考核晋级挂钩。 

（六）构建评价体系，强化合作育德实效性考核 

科学评价是深化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保障。高职院校要立

足育人实际，构建多维度、全过程、重实效的教师合作育德评

价体系。评价指标要全面系统。从育德意识、育德能力、育德

实践、育德成效等方面，设计可量化、可考核、可对比的指标

体系，增强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评价手段要灵活多样。综

合运用教学督导、同行评议、学生评教、企业评价等方式，定

期开展问卷调查、个别访谈、数据分析等，客观反映教师工作

绩效和学生发展变化。评价主体要多元参与。学校、院系、教

研室要发挥评价主导作用，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等利益相

关方共同参与，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提高评价

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评价结果要用于激励约束。将考核结

果作为教师绩效分配、岗位聘用、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并纳

入学院发展质量年度报告和督导评估。对于合作育德成效显著

的教师，要大力宣传表彰；对于履职不到位、学生反响差的教

师，要及时诫勉谈话、限期整改。 

结束语： 
高职教师合作育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课程思政视域

下系统谋划、精准施策。高职院校应树立“三全育人”理念，

完善顶层设计，创新实践路径，健全评价机制，为教师搭建合

作育德平台。广大教师要提升育德意识、创新教学模式、加强

自身修养，在协同育人中担当时代重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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