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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实践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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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立德树人应切实融入高等教育各环节之中，并以

科学的高质量发展观念，围绕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持续推进学校育人与立德树人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高质量内涵

式发展。因此，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以高屋建瓴，科学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论文基于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

践的主要特征分析，深度剖析其中存在的形式陈旧单一、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不足以及课堂教学不够多元化等瓶颈问题，

以期在大格局、大师资、大课堂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构建新征程路上立德树人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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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utline of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with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ound the entir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high-quality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high moral standards and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education system.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actice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such as outdated and single forms, insufficient 
efforts in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insu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 aim is to propo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pattern, master qualifications, and large classrooms, and to construct a new paradigm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on the new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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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历史时期立德树人育人本质就在于遵循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指引，敏锐洞察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要求学生

能够在学校学习中“立大德”、社会生活中“守公德”、面

对问题时“严私德”，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一贯式培养。在

此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应把握职业教育培养的方向与目的，

依据学生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着力推进大格局育人、大先生

育人以及大课堂育人，形成协同并进、贯通融合的常态化育

人体系，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立德树人效应。

2 本质梳理：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践的
主要特征

立德树人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一方面关乎

着中国式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双一流”建设目标实现，另一

方面也关乎着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实现。由此可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与基础。故此，高等职业教育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新时代特征，

内化根本任务落实落地的实践路径，不仅创新了职业教育的

本质，进一步优化了职业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同时也突出

了立德树人和学生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

2.1 育人的全面性
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践能够实现在育人过程中

“质”与“量”的珠联璧合：在“质”上，高等职业教育强

调“生本原则”，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关

注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和谐全面发展的系

统性、整体性，促使每位学生形成健全人格、高尚品格；在 

“量”上，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践强调系统原则，凝聚

校内外多方育人资源、育人主体，强化各要素在立德树人之

上的合力，在全员育人层面为立德树人实践提供育人主体力

量，在全过程育人层面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在全方位育

人层面提供充沛的空间载体，从而构建思政育人的“大格

局”“大体系”。

2.2 育人的实践性
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需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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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汲取真理、检验真知。一方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落实本身即为实践育人的过程，要求引导学生在主动积极参

与到思政活动的自我体验中，达成个人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需求。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不仅关注时间

育人的结果，更为重视实践育人的过程，最终实现实践育人

和学生自学成才的超然结合。

2.3 育人的高效性
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践强调科学系统育人机制的

构成，要求将思政教育目标、内容以及方法全面有机结合。

教师根据学生思政水平、身心发展规律，采取科学手段对学

生施之以积极引导，再通过类型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继而

砥砺学生从对思政内容理解的懵懂状态转至内化于心、最后

再施之以行，最终实现思政育人效果最大化。

3 现实审视：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践存
在的瓶颈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时代任务。尤其是在教育部《关

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职业教育

应坚定拥护党的基本路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便于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人才根基。然而目前高等职业教育

立德树人实践过程中存在明显短板，如形式陈旧单一、师资

队伍建设力度不足以及课堂教学不够多元化等，亟须强化实

践革新，探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科学合理路径

3.1 形式陈旧单一
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强调系统统一性、整体协调性

以及宏观调控性，重视全方位、多层次的实施。但是目前高

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缺乏整体设计，表现出思政教师、思政

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未能够形成思政“大格局”，降

低了立德树人育人质量。同时高等职业教师立德树人没有借

助信息技术优势，构建智慧教育平台，营造“线上 + 线下”

思政育人氛围，无法调动学生思政学习内驱力。

3.2 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不足
构建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育人局面，需要有结构优

良的人员保障。但是目前高等职业教育仍存在师资队伍短

板。一方面，思政教师队伍学历、职称结构不合理。在对本

地区 12 所高职院校的调研中发现，思政教师具有硕士研究

生学历的为 100%，但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却仅占 11%。育人

队伍通而不精导致无法持续思政质量。另一方面，高等职业

教育立德树人实践的开展主要由专任教师、团委以及班主任

开展，并没有充分调动校内外育人主体，无法形成教育合力。

3.3 课堂教学不够多元化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实践需要优化课堂教

学方法，不断提升学生思政认知、综合创新能力等。但是目

前高等职业教育没有着眼于课堂教学的多元化，重理论而轻

实践、重讲授而轻参与，导致学生在课堂中体验感不足，降

低了育人效果。另外，高等职业教育缺少“思政小课堂”与

“社会实践大课堂”的融合，缺少组织学生参与社会调研、

实践之中，难以将思政知识学习转化为科研创新能力，严重

桎梏着育人质量的提升。

4 守正创新：高等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践的
优化策略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中强调高等职业教育应德育为先、育人为本，让立德树人作

为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前提。故此高等职

业教育应在立足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特征之上，厘清瓶颈

问题，才能守正创新，突破传统立德树人实践桎梏，切实提

升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真正提高立德树人工作的

实效性。

4.1 下好构建“大思政”格局的“整盘棋”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立足于时代发展之浪头，着眼于

全体学生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振兴而提出的，其核心特征有

着部署全局的恢宏气度。故此高等职业教育应把握立德树人

实践的顶层设计，共同构筑育人合力。

4.1.1 善用“大课堂”
高等职业教育应以“大思政课”建设为牵引，切实实

现思政课堂最强赋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一方面，应

坚持目标导向，坚持不懈的讲授系统理论，以引导学生能够

坚定理想信念，矢志奉献国家发展。另一方面，突出问题意

识，高等职业教育应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将校企合作单位等

社会力量充分调动，锚定思政课堂理论讲活有差距、实践教

学有短板等问题，构建立体式全方位育人新格局。

4.1.2 构建“线上 + 线下”育人阵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度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

的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同时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落

地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明确了方向，以突破课堂育人的传

统边界。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构建智慧教育平台，打造

数智化优质资源供给体系，通过思政案例库、教学素材库、

问题库以及示范课程库，随时随地为学生提供营养丰富的思

想“大餐”。另一方面，目前大学生是伴随着新媒体而成长

起来的“网生代”，思想活跃，接受新思想、新知识较快。

故此，高等职业教育应将数字技术与思政理论相结合，引导

学生参与到线上线下的活动之中，能够增强思政教育的“溢

出效应”“倍增效应”。

4.2 下好四有好老师的“关键棋”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承担着立德树人实践的引路人职责，

对思政工作质量提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此，高等职业

教育应着力于培养具有教育家精神的“四有好老师”师资队

伍，持续强化立德树人实践优化的核心支撑。

4.2.1 建设高素质创新型师资队伍
高等职业教师应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构建常态化



教育与研究 6卷 3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77

师德教育机制，切实引领教师明确师德红线、严守师德底线，

并以“四有”好教师为标准开展“大先生”评选、表彰等活动，

以此为牵引，引领教师持续提升综合素质，既能够做“经师”，

更要能做“人师”。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应坚持引育并举，

持续完善创新型人才引进政策，继续“银龄”教师引进计划

与青年英才成长计划，以此营造师资队伍成长的良好生态。

再者高等职业教育应革新评价制度，重点对教师创新能力进

行考核，包含思想创新、教科研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从

而砥砺教师能够专心育人、潜心研究，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落实落地夯实人才根基。

4.2.2 深度挖掘教育家精神的“榜样模范”
中国特色的教育家精神，正是一个个鲜活、优秀教师

的核心群体特征。高等职业教育应基于教育家精神培养教师

队伍，并从中选拔出新时代人民教师楷模，培养出一批能够

实现教书与育人的国之“大先生”，以此砥砺其他教师能够

从中汲取积极昂扬的教育力量，以更为充沛饱满的热情投身

于工作岗位之中，在躬耕实践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4.3 下好落实课堂教学的“妙手棋”

4.3.1 做到“两个聚焦”
高等职业教育应以“三个聚焦”全面引领立德树人“课

堂阵地”建设，筑牢“第一主阵地”。第一，聚焦课堂教

学理念重塑：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应坚定知识育人和思政育人

的融合、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相融合、课内教育和

课外实践的相融合，持续推动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的协同并

进，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之中。第二，聚焦“思政小课堂”

和“社会实践大课堂”，协同校外专家、优秀党员编写校本

特色教材，构建立足校本特色、校企合作单位的思政素材库，

有力推动校内外教学双螺旋式耦合。

4.3.2 强化科研创新，强化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高等职业教育应搭建内部链接平台，将学生党支部的

主题党日活动与科研活动相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

现的学生态度漠视、认知欠缺不足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

朋辈视角反思自身学习不足之处，从而提升自身科研创新、

科技报国能力。同时教师可常态化组织学生针对社会热点问

题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充分了解自身专业发展与国家强大、

社会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打通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最后

一公里”。

5 结语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职

业教育应时刻保持“德育首位”的人才培养理念，一改传统

“一技在身，终身受用”观念，以持续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为

革新方向，构建立德树人实践创新机制。因此，高等职业教

育应下好构建“大思政”格局的“整盘棋”；下好四有好老

师的“关键棋”；下好落实课堂教学的“妙手棋”，促使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常态化、系统化，真正提高职业教育

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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