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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专业学生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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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电气工程专业学生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策略。在当前高等教育环境下，电气工

程专业学生面临职业目标不明确、缺乏实践经验和专业与思政教育分离等诸多问题。论文首先阐述了职业规划与思

政教育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分析了二者在电气工程专业教学中的重要性和互补性。接着，识别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学

生职业规划的主要问题，包括职业规划资源的不足、思政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隔阂，以及校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针

对这些问题，论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明晰教育目标，增强职业规划资源，深化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结合，提

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以及完善校企合作体系。通过这些策略，旨在促进电气工程学生全面发展，为其未

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电气工程专业；职业规划；思政教育；教学融合；校企合作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Career Plann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Xiaoyu Zhao
Wuhan East Lak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12,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career plann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he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career goals, lack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separation of major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career plann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two in the teaching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hen,	the	main	problems	affecting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we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including	
the lack of career planning resources, the gap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clarifying educational goals, enhancing career planning resources, deepening the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improving students’ vocation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ystem. Through these strategies, it is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and lay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careers.
Keyword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areer plan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edagogical integratio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气工

程领域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作为培养这类人才

的重要基地，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技能

的培养，还要注重其职业规划能力的提升和思想政治素质的

教育。职业规划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而思政教育则是培育学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价值观的重要

途径。论文构建了一套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旨在为电气工

程专业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职业发展指导，通过

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实现思政教育与职业培养的有机结

合，以期达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目标，为社会培养出

更多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电气工程专业人才。

2 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职业规划的定义与重要性
职业规划作为引导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理性规划行为，

涉及个人对自身的深入洞察和对未来职业道路的深思熟虑。

个人在认识自己的兴趣、能力、价值观以及市场需求的基础

上，通过有意识的决策和行动，规划和设计职业生涯路径。

这一过程涵盖多个环节，包括自我认知、目标设定、职业选

择、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管理。

自我认知是职业规划的起点，要求个人通过自我反思、

性格评估和能力测试等方式，了解自己的内在特质和潜能。

这一步骤对确定职业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目标设定是关键步

骤，个人需根据自身兴趣和优势，结合市场趋势，设定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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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职业选择在明确目标后，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

选择适合的行业和岗位，影响职业发展速度和满意度。教育

培训是实现职业目标的重要途径，个人需要学习新知识和技

能，提升职业素质和竞争力。

职业生涯管理是一个持续过程，要求个人在职业发展

中不断自我监控和调整，确保职业规划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职业规划对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它帮助学生清晰认识到职业

兴趣和目标，避免盲目追求不适合的职业道路。

职业规划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市场需求，制

定出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职业发展路线图，确保职业发展的

方向性和目的性。它还提升了学生适应社会和市场变化的能

力，通过自我调整和学习，增强职业竞争力。职业规划帮助

学生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职业生涯中实现

个人职业发展目标，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把握职业发展

主动权，实现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2 思政教育的内涵与目标
思政教育，简称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通过一系列教育

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和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思政教育，全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旨在塑造

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教育活动。

思政教育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这意味着教育过程中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帮助

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培养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同时，思政

教育还旨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包括对个人与集体、现实

与理想、自由与责任等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使学生能够

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力。

思政教育的核心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它不仅关

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更重视学生个人品质的塑造和社会

责任感的培养。这种教育强调的是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

发展，包括道德素养、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等多

个方面。通过思政教育，学生能够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

他人的关系，如何在遵守社会规则的同时发挥个人创造力，

以及如何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贡献社会。

思政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形式，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

体现，它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成长需求，通过教育的力

量，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这样，学生才

能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道

德品质和正确价值取向的有用人才。

2.3 电气工程专业的特点
电气工程专业作为工程技术类专业之一，具有广泛的

学术和实际应用领域。该专业涵盖电力系统分析、自动化控

制技术、电机与电器设计、电力电子技术等多个子领域，每

个领域都对学生提出了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要求。电气工程专

业的核心特点在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

在理论基础方面，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需要深入学习

电磁学、电路理论、电力系统分析、控制理论等专业课程，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理论基

础。而在实践操作能力方面，学生则需要通过实验课、实习

和工程项目等途径，掌握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等实

际技能。

2.4 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理论依据
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根植于全人教育理念，

这一理念强调的是教育应当涵盖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统

一。在全人教育的视角下，教育不仅仅是技能和知识的简单

传授，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以及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素养。

在这种融合教育模式中，学生的职业发展不再是单纯

的个人利益追求，而是与社会的需求和发展紧密相连。学生

被鼓励在规划个人职业生涯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兴

趣和技能，还要关注如何将自己的职业发展与社会的大目标

和需求相结合。这种教育模式认为，个人的职业成功应当与

社会的进步和福祉相互促进。学生在学习如何规划职业生涯

的同时，也会学习到如何成为对社会有益的公民，如何在追

求个人发展的同时，贡献自己的力量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这种融合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还

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他们在面对职业挑

战时，能够以更加全面和成熟的视角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2.5 国内外在电气工程专业学生职业规划与思政教

育融合方面的研究现状
在中国，电气工程专业学生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融合

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研究主要

集中在如何将思政教育内容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开发符合专

业特色的思政课程，以及如何利用实践教学环节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国外在职业规划教育方面有着较为成熟的

体系和经验，但是将其与思政教育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国

外的研究更侧重于如何通过职业规划教育提升学生的就业

能力和职业竞争力。总体来看，将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有效

融合，仍是当前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创新点和挑战。

3 电气工程专业学生职业规划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职业目标模糊不清
电气工程专业学生在职业规划上常常存在目标不明确

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学生缺乏对所学知识与职业发展趋势

的了解，或者是对电气工程行业内不同工作岗位的认识不够

深入。此外，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兴趣和职业定位理解不足，

导致难以制定清晰的职业规划目标。

3.2 职业规划教育资源匮乏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职业规划教育资源相对不足。

学校可能缺少专门的职业规划课程，或者这些课程内容与学

生实际需求脱节。教育者可能也缺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职业

规划指导的能力和经验。此外，职业咨询和就业指导服务可

能不够充分，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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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脱节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在电

气工程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往往被视为与专业技能

培训分离的部分，未能很好地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专业学习

中。这种脱节导致学生可能在专业学习中忽视了思政教育的

重要性，无法将专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有机结合。

3.4 学生职业竞争力不足
电气工程专业学生在实际职场中的竞争力存在不足。

一方面，学生可能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和技能，对新兴技术

和行业发展动态了解不足。另一方面，软技能方面，如团队

协作、沟通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的培养可能也不够，使得

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无法突出自己的竞争优势。

3.5 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
电气工程专业的教育与行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

差距，部分原因在于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学校与企业之间

的合作不够紧密，导致教学内容可能与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匹

配。同时，学生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获得实习和实践机会的渠

道有限，不利于学生及时了解行业情况，积累实际工作经验。

4 电气工程专业学生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的
融合对策

4.1 明确职业规划教育目标，加强学生职业意识
明确的职业规划教育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职业

目标和规划个人发展路径的基础。学校应该制定明确的职业

规划教育目标，以引导学生全面了解自身兴趣、特长和市场

需求，从而帮助他们理清职业发展方向。通过开设职业规划

课程、组织职业测评和讲座等形式，学校可以引导学生进行

自我评估和职业探索，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

势，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

同时，加强学生的职业意识也是提高职业规划效果的

重要环节。学校应该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等方式，

引导学生关注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他们对职业规划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应该被鼓励参与职业规划过程，积极寻

求职业发展的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和竞争力。

4.2 增加职业规划资源，构建多元化教育平台
为了解决职业规划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学校可以采

取多种措施来增加职业规划资源，构建多元化的教育平台。

首先，学校可以建立完善的职业规划教育资源库，包括职业

规划书籍、网络课程、在线测评工具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

的职业规划学习资源。其次，学校可以设立专门的职业规划

辅导中心或服务机构，配备专业的职业规划师和心理咨询

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规划指导和心理辅导服务。最

后，学校还可以开展职业规划主题活动和讲座，如职业规划

沙龙、行业导师分享会等，为学生提供与职业发展相关的实

践经验和建议。

4.3 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
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需要学校采取一系

列措施来确保这两方面的教育内容能够有机结合。首先，学校

可以在电气工程专业的专业课程中嵌入思政教育内容，结合具

体的专业案例和行业背景，引导学生从思想政治角度分析和思

考专业问题。其次，学校可以设计多元化的思政教育活动，如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社团活动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思政

教育的重要性，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最后，学

校还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教师的思政教育能力和专业教

学水平，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

4.4 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学校应该加强实践教学，

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第一，学校可以设计

具有实践性和针对性的课程内容，加强实验教学和工程实践

项目，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第二，学校应

该开展科研创新项目和工程实践竞赛，鼓励学生参与科技创

新和工程设计，提升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学校还

应加强学生的软技能培养，如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问

题解决能力等，提高学生的综合竞争力。

5 结语

通过实施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策略，我们有望显著提高

职业规划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我们强调了明确教育目标、丰

富教育资源、融合思政与专业教学以及强化实践教学的重要

性。这些措施不仅能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职业定位，还能激

发他们的职业兴趣，增强职业技能，培养创新精神，最终为

他们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不

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一种全面的能力培养。在快速变化的

职业环境中，学生需要被赋予适应性、创新性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因此，我们作为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参与者，

应当致力于创建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让每位学生都能在未来

的职业道路上施展才华，实现潜力。

让我们以这些策略为基础，共同推进教育的进步，以

期培养出更多具有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人才，促进

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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