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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职业指导类课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实现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的统一，提升自身综

合素质和能力，促进专业学习和职业训练，对学生走向社会，成为合格社会主义劳动者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中，在讲授与互动交流、作业与社会实践内容的各个环节，都隐性地融入契合教

学、积极向上的思政元素，切实践行“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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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guidance 
courses can help students realize the unity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needs,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promote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going to the society and becoming qualified socialist 
workers. In the design of th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in the teaching and interactive communica-
tion, homework and social practice, all the links are implicitly integrated with the teach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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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o as to practice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moral edu-
cation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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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工作在高校的全面推进，要求所有课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都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德

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将课程教学内容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化传统教育等思政教育紧密结合，培

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1]  [2]。高校职业指导类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战场，授课

教师应当从学科和专业特点出发，充分利用该类课程的教学特点，通过师生共同参与的资源检索和时事

政策解读，发掘与专业性质与行业发展相关的思政教育内容，将其转化为适当的思政元素，从而帮助大

学生正确处理个人职业发展和国家建设需求之间的关系，发挥职业指导类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育人

作用 [3]  [4]。 
大学生职业指导类课程，贯穿于每个专业教学体系的各个时期，包括从大学生一年级开设的《专业

导论》、《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到大二开设的《职业导论》，大三开设的《就业指导》以及大四开设

的一些应聘、实习指导类课程与择业指导类讲座等。该指导类课程帮助学生以“报国”初心步入大学之

始，以“学有所用”完成大学求学生涯，以“学为谁用”结束大学学习，走向社会。疫情防控期间，大

学生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错综复杂的海量互联网信息时刻冲击和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想认识，

“抗疫”过程中广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逆行而上、医护人员们“布衣执甲”，为全社会树立了良好的社

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的榜样，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情感与道德认知。 
高校的职业指导类课程教学，应充分发掘丰富而深刻的思政元素，摒弃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以社

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指导大学生的学习和认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的专业认知和学习、职业规划与发

展和国家和人民的需求紧密联系，在教学中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工作，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原则，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  [6]。 

2. 思政教育对大学生个人职业发展的作用 

新时期高校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必须紧紧围绕“中国梦”的实现，充分挖掘各门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全面推进“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实践。通过职业指导类课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增强当代大

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使学生能够把个人职业和祖国、人民的需要相结合，把新科技和新思想注入国家

发展，心怀报国之心，急“国之所需”，投身国家最需要的行业中去，以报效祖国的初心开启人生的新

征程 [5]  [6]。 

2.1. 帮助学生实现职业选择与国家需求的统一 

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思政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更好地理解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在社会发展、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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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建乃至国际核心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忧患意识、爱国信念，更深刻地领会

党的先进性和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国家荣辱观与责任感，理解学为何用、学以致用，

树立“国之所需，我之所需”的职业理念。正是在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思政教育之下，大学生们才能正确

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牢固地树立起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尽心履职的职业理想，实现职业

选择与国家需求的统一。 
高校教育的知识体系中，如电子、信息、光电、网络、生物、纳米技术等，很多专业与现代工业技

术紧密联系。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思政教育可以引导不同专业的学生充分认识到专业所属行业在国家建设、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授课教师可以通过联系时政，从国家重大战略和国际局势中，引导学生进一步

认识个人职业和国家建设之间的联系。学生通过课程的思政教育，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国际上以美国为

首的部分国家通过《瓦森纳协定》，始终在高新技术、高端设备上，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和设备禁运，

以遏制中国核心科技的进步，阻碍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更深刻地体会到国家的各项重大战略，中

国北斗、高铁、5G 等核心科技，均是在国外“卡脖子”的局势下，通过我国科研人员自力更生、自主创

新，突破技术封锁而取得的成就。事实证明，这样的思政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报

国”信念，从而将自己的职业选择牢固地与国家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2.2. 帮助学生健全个人品质和精神，接受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教育 

思政教育既能加深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发强烈的服务社会、建设祖国的愿望，又能够更好、更顺利

地使学生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从而健全自身的思想和道德修养。贯穿高校教学体系的职业指导类课程思政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更

清楚地明白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在职业选择和就业准备上，能够不为名利所困，不为物欲所惑，摆

脱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和思潮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一些厚黑学、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等问

题，通过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思政教育，能够得到改善。 
我国的很多技术研发、技术攻关都需要集体的群策群力、通力合作和富于想象力的创新思维。“两

弹一勋”、“大国工匠”等的光辉事迹可以让大学生深刻地理解艰苦奋斗、矢志报国、为国奉献的内涵。

例如，一九九四年，南仁东提出建设世界最大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构想。为此，

他矢志不渝，带领团队历时 22 年艰苦攻关，终于将其建成启用，为人类观测宇宙太空提供了最先进的科

技基础设施，使我国的天文观测技术站在了世界前列。通过此案例的学习，学生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得到

增强，对南仁东坚持 22 年，只做一件事(“天眼”工程)的责任担当，奉献和职业精神，有了最深的体会

和感受。同时，对于大学生今后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始终恪守本心，爱国、敬业，严守社会主义职业

道德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2.3. 帮助大学生明确专业学习目的，提高积极性 

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最先应用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重大领域。例如，高校的工科专业知识体

系，凝聚着当代科技的最新成果，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其中的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

技术、材料技术等紧密地与国家大政方针、核心生产力竞争等相联系。充分应用好高校教学的思政教育

平台，在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和作用，知道学为何用，学会学以致用，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通过职业指导类课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当代大学生不仅充满爱国情怀和荣辱意识，而且懂得学为

何用、学以致用。在贯穿高校教学体系的职业指导类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能够赋予学生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在实现“中国梦”的大时代背景下，学习更具动力，生活更具激情，青春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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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帮助大学生恪守原则，明辨是非 

经济、科技、市场、信息传播等的全球化发展，广大的青年学生已身处互联网新媒体信息化时代，

面对多元化的价值观取向，海量的信息冲击，如何大浪淘沙、去伪存真，从公众舆论、全球性突发事件

中明辨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给自己的职业规划和选择提供正确的指导，是新时代大学生所必须面对

的艰巨考验。大学生除了要自己坚守爱国信念和信仰初心，恪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断提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外，迫切需要接受高校教师的指导和帮助，拔丝抽茧，见微知著，在海量的互联网

信息中去伪存真，明辨是非。 
身处大学校园象牙塔的学生，往往通过学校的活动、教师的引导、各类信息的获取，来接触社会，

理解世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仅通过学生的自我认知，无法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不能正

确把握和理解世界发展态势。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授课教师需要通过课程教学平台，适时融入思政教育，

举事实，打比方，引导学生从复杂、多变的资讯、新闻、事件中，正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局势和发展态

势。 
综上所述，在大学生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处理好个人职业

选择和国家建设需求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将个人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

以报效祖国为己任，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基于思政教育的职业指导类课程教学设计 

在基于思政教育的指导类课程教学中，通过课堂讲授，教师向学生传递思政元素；通过资料查阅，

学生能够领会正确的政治思想熏陶；通过社会实践和调研，学生去身体力行地践行思政教育；通过集体

讨论和辩论、撰写论文等，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的思和辨；通过课程设计、创新训练、科技科研

等活动，教师让正确的政治思想始终指导学生的言与行。具体的教学内容设计简述如下。 

3.1. 讲授内容设计 

大学职业指导类课程的授课教师，除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底蕴外，在各地“产教融合”、“社

会服务”的过程中，长期从事或参与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通晓专业知识与技能在国家与地

方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在思政教育中，很好地将国民经济、社会进步等“供给侧”

的需求与专业所属行业密切联系，强调产教融合、学以致用，通过以“爱国”、“报国”为核心的思政

教育，鼓舞学生的报国热情。通过思政教育，学生能够将专业课程中学到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以及实

践知识等，在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地方建设、城市发展中找到应用，从而对专业的“学以致用”有更

深的理解，促进专业学习。 
通过职业指导类课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任课教师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建设科技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使学生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增强自身的国家主人翁意识，进一步理解新时

代的民族精神，坚定自己的职业选择，坚守时代的使命担当意识。 

3.2. 讨论与交流内容设计 

高校的职业指导类课程，其教学目的主要在于将学生的专业和社会的职业相联系，帮助学生将个人

的综合素质发展和国家的人才需求统一起来；其育人目的则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

为核心的职业道德教育。在联系学生的专业，指导学生围绕未来的职业选择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教学设计

中，教师授课过程中应紧扣时政，让学生广泛地讨论和交流当前社会职业的发展和趋势。比如，在当前

的疫情防控下，教师可以引导材料专业的学生讨论一些新材料在防疫用品中的最新应用行业，信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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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从大数据监测和区块链等应用行业，而经管专业的学生则可以交流新形势下电商和物流等行业的

应用情况。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讨论，比如疫情情况下，社会新出现的行业和预

计会出现的新行业等。 

3.3. 实践作业设计 

职业指导类课程的实践作业设计，可以通过广泛的网络检索和信息分析，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

首先，从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出发，教师布置学生从认清自己的个性和专业的特征出发，结合国家的需

要和行业状况，进行专业认识或职业生涯规划的设计，在此过程中，教师注重爱国、报国情怀的思政目

标实现。其次，从职业发展的求职意向出发，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网络资源检索和调研，进行行业内全球

或全国龙头企业的产品调研及其分析。比如电子通信专业类学生可以调查我国优质通讯设备公司中兴、

华为与国外爱立信、诺基亚、思科公司的数据通信产品主要类型，所占市场份额及其未来发展分析等。

在调查中，教师引导学生既要看到我们的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使学生增强国家忧患意识，提升

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最后，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对专业或行业人物、事件的查询、解读、分析，进行人物

或事件的读后感撰写。该实践作业，旨在褒扬先进，让学生学习行业翘楚的爱国热情、职业素质、奋斗

和奉献精神等，批判落后，对某些反例人物和事件进行反思，深省自身，为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提供正

确指导，进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思政教育。 

3.4. 实践报告设计 

职业指导类课程的线下实践报告，是在线学习，接受思政教育，摒弃错误思潮影响的重要实践内容。

大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课程的学习，通过广泛的网络检索和信息分析，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

实践设计。首先，在国家层次，教师可以布置学生进行专业所属行业在国家战略、新基建建设等的重要

应用，在地方层次，进行地方重点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调研和发展分析，从而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出

正确指导，实现国家荣誉感和责任意识培养的思政目标。其次，教师可以布置学生对本专业所属行业在

国家范围内的就业现状调研及对策分析，从宏观的角度对自己的未来行业有深刻的认识。再次，在应聘

简历、求职信的课后实践报告撰写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响应国家需要，能够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响应政

府的号召，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最欠缺的行业去。最后，在大学生对自己毕业后的 3~5 年的职业发展

规划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带着发展的眼光，具有创新意识，对自己的职业做出正确的规划，恪守报国初

心，严守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为国家的建设事业，民族的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效果与评价 

在教学完成上述过程，并持续进行一段时间后，可从下述角度进行课程教学效果和总结。 
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课程教学是否能够帮助大学生坚定科技报国的初心；从“三全育人”的

角度，看课程教学能否起到健全大学生的人格修养，增强大学生团队协作、求实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

促进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的作用；从教学相长的角度，看课程教学能否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

质。 
在大学生职业指导类课程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上，建立下述标准。 
首要的是以授课对象，即学生的满意度为核心指标，建立从大一入学，到学生毕业离校，从思政教

育的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状况及教学效果等方面入手，建立该类课程教学内容和模式

的动态评价制度。 
其次，在课程思政教育的评价内容上，充分考虑到学校的定位及其办学理念。比如地方高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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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设置为“服务地方”，则所有的职业指导类课程中，地方发展、地方性元素的内容占据较大比重。

最后，学生的“服务家乡”、“服务地方”的工作就业数据，亦可作为课程的效果评价标准。 
再次，在思政教育的评价方法上，以开放的姿态和眼光，着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评估的发展格局，

在实践中既可以是院系主体展开的“自上而下”的评价，也可以是学生群体“自下而上”的评价。 
最后，还可邀请“思政课”专业教师、思政工作者(辅导员、党支部书记等)对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进

行专业性评价，多举措促进高校大学生职业指导类课程思政教育水平的提升。 

5. 结语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国家必须具有先进的核心科技与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全体社会主义

建设者的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和全心奉献。在“中国梦”的指引下，我国新时期的高校教育体系必将进

一步完善，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在高校的职业指导类课程建设中，将丰富的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充分

发挥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作用，当代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报国信念必将进一步增强，思想品德修养进一

步完善。当代大学生能够在职业选择和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摒弃“金钱观”、“权力观”，始终恪守社

会法律法规，坚守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与规范修养、践行“工匠精神”，像我国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

一样，满怀“国之所需，即我之所需”的职业信念，心怀报国之初心，将个人发展和国家建设紧密结合，

把新科技和新思想注入国家发展、区域繁荣、产业升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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