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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以高职高专《商品学》课程为例，结合课程思政教育目标，提出在党建引领下

发挥党员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践“以学为中心”的进阶式教学目标，探索德育与职业技能深

度融合的教学模式。通过重构教学内容、整合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法、完善动态评价体系，

解决高职学生思政教育难融入、难落地、形式化、碎片化的问题，实现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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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Commodity Stud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combining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It proposes to
leverage the initiative of party members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practice a "learning-centered" progressive teaching objective, and explore a teaching model
that deeply integrates moral education with vocational skills. By reconstruc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optimiz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it aim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vercoming issues such as form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and techn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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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现实需求

高职学生普遍存在价值观偏差、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

存在技能操作能力较强但职业伦理意识薄弱的问题。例如，

供应链运营专业学生熟悉物流流程，但对绿色供应链、数据

隐私保护等伦理问题缺乏认知。课程思政通过隐性教育弥补

显性思政课的局限性，帮助学生树立职业理想与社会责任感。

然而，当前高职高专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存在三大矛盾：教学

内容与思政目标脱节、教学方法与学情适配不足、评价体系

与职业需求错位[1]。

1.2 创新价值

本研究以《商品学》为实践载体，德育渗透技能培养，

以知识技能与价值引领协同驱动，认知—实践—创新三阶递

进模式，构建“进阶式”教学模式，解决传统课程思政目标

模糊、评价单一等问题，为破解课程思政教育“表面化”难

题提供新思路。

2 党建引领下高职高专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向，

也是高职高专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在党建引领下，

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

手，更是实现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关键路径。以党建引领为

核心，通过教学目标体系化、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法创新

和动态评价机制等方面的探索，为高职高专课程思政的深入

落地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

2.1 学情分析的设计与实施

2.1.1 数据采集工具

多维度问卷设计：基于高职学生特点，设计涵盖“学习

动机、知识基础、技能水平、思政认知、职业规划”五个维

度的问卷。

信息化平台支持：通过“职教云”平台发布课前自测题

（如商品学基础知识测试），结合希沃白板的课堂互动数据

（如答题正确率、参与度），实时获取学生行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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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据分析方法

量化分析：对问卷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学生群体类

型。

质性分析：对师生座谈记录进行关键词编码，提取高频

问题。

2.1.3 实施流程

阶段一（课前）：通过问卷和测试完成初步学情画像，

按“知识基础（前 20%）、技能水平（中 50%）、学习动机（后

30%）”分层，为差异化教学提供依据。

阶段二（课中）：利用课堂实时数据（如小组任务完成

速度、错误率）动态调整任务难度。例如，对“勤学组”增

加基础性操作指导，对“创新组”引入企业真实案例。

阶段三（课后）：结合职教云平台的“学习轨迹图”（如

资源访问频次、任务提交时间），分析学生持续性学习行为，

优化下一轮教学设计。

2.2 思政增值评价的起点标定

2.2.1 评价维度

认知起点：通过“理想信念夯实度”问卷（如“你是否

认同工匠精神的价值？”）量化学生思政内化水平。

行为起点：追踪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如乡村振兴项目）

的频次与质量，结合企业导师的实践评分。

2.2.2 动态标定策略

对标职业标准：将物流服务师职业标准中的“职业素养”

要求（如责任意识、团队协作）转化为可观测指标（如任务

失误率≤5%、小组贡献度≥80%）。

生源差异化适配：针对职高生源（技能强、理论弱），

侧重“实践中的思政渗透”（如通过包装材料选择强化环保

意识）；针对普高生源（理论强、实践弱），侧重“案例中的

价值引导”（如分析扶贫案例培养家国情怀）。

2.2.3 数据可视化工具

雷达图分析：通过五维学习度（预设资源利用度、生成

资源完成度等）生成个体成长雷达图，直观展示学生短板与

进步。

动态档案袋：为每位学生建立电子档案，记录“课前-

课中-课后”的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如绿色物流意识从 Lv1

提升至 Lv3），作为增值评价的核心依据。

课前测：通过在线测试诊断学生知识盲区，分组布置差

异化任务。

课中学：结合扶贫项目案例，分析包装材料环保性，融

入绿色物流理念。

实践拓：学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优化生鲜商品储运

方案，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2.3 教学目标体系化

党建引领下的高职高专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体系化是确

保课程思政落地的基础。以三维目标设计为抓手，将知识、

技能、素质有机统一，构建完整的育人目标体系。以商品包

装技术为例，将知识目标设置为掌握商品包装技术的基本理

论和操作能力，技能目标设定为提升物流操作能力和技术应

用水平，而素质目标则着重培养学生的绿色物流意识和职业

道德观念。这样的目标设计既注重专业能力的提升，又强调

思想品德的培养，体现了“为就业育人、为产业强国”的职

业教育方针[3]。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三全育人”模式，将思政元素融

入专业课程的各个环节。一方面，通过课程内容的梳理，明

确每个知识点与思政目标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教学

活动的设计，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感悟党的教育

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在商品包装技术课程中，

通过讲解绿色包装设计的理念，引导学生认识到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进而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2.4 教学内容重构

首先，课程内容设计要注重家国情怀和工匠精神的融入。

通过讲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让学生理解作为新时代

职业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在商品包装课程中，可以结合农

村电商发展的实际案例，教学生们如何设计适合农产品的包

装，帮助农民增强品牌意识，促进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

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感受到服务乡

村振兴的意义，增强社会责任感。

其次，教学资源的整合是提升课程思政效果的重要手段。

通过MOOC平台、活页式讲义、VR实训平台等多样化的资

源载体，构建“课程MALL”资源库，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

习资源。例如，在虚拟仿真实验中，通过 VR技术模拟农产

品包装设计的全过程，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包装设计的

各个环节，深化对绿色物流理念的理解。

2.5 教学方法创新

混合式教学是提升课程思政效果的重要手段。通过“课

前导学—课中研学—课后展学”的流程设计，实现线上线下

教学的有机衔接[4]。例如，课前通过线上平台发布学习任务，

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知识，课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情境化

教学，课后通过实践活动巩固所学知识。同时，分层教学模

式（勤学组、探究组、创新组）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和

兴趣特点，实行差异化教学，让每个学生都能在不同层次上

获得成长。

任务导向的教学方法则通过“测学练拓”四步法，强化

知行合一[5]。以“乡村振兴生鲜商品包装”项目为例，课前

测评学生对绿色物流的认知水平，课中学会包装设计的基本

技能，课后通过实践操作提升应用能力，最终完成包装设计

方案的创新与拓展。这种任务导向的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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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也通过项目的实施，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个人与社

会发展的紧密联系，从而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2.6 动态评价机制

动态评价机制的建立是课程思政的重要保障，既是教学

效果的评估工具，也是学习过程的反馈机制。增值评价方式

以“定标输入--关注过程--分析输出”实现，标定起点为课前

学情分析情况为输入；教学过程中依据乡村振兴扶贫项目中

的工作任务进行多元、动态评价，评价主体为“专业教师+

企业导师+学生”，以“自评+互评+师评”的方式动态评价，

关注学生在不同情境学习中的成长，从预设性资源利用度、

生成性资源完成度、协作交流度、任务参与度、成果质量五

个维度尊重差异、关注增量、强调发展。

五维评价指标的建立可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和

思想进步。预设资源利用度、生成资源完成度、协作交流度、

任务参与度、成果质量等指标，通过定量化和定性化相结合

的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例如，通过学习

平台的数据采集，评估学生对预设资源的利用情况；通过课

堂讨论和小组合作，评估学生的协作交流能力；通过实践任

务的完成情况，评估学生的任务参与度和成果质量。

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则通过专业教师、企业导师、

学生自我评价等多方互动，实现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6]。

借助职教云平台，通过数据化追踪和分析，实时掌握学生的

学习动态，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

3 实施成效

进阶式课程思政模式通过目标分层、资源整合、动态评

价，有效破解思政教育“两张皮”难题，实现“润物无声”

的育人效果。

3.1 职业素养提升：理论与实践双提升

该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在“商品包装技术

与绿色物流”课程中，90%的学生通过了企业导师的考核，

学生的岗位适应周期缩短了 30%。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

进阶式课程思政模式中“任务导向”的教学方法，通过“测

学练拓”四步法，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实现了

知识与技能的深度融合。在劳模故事、企业一线员工的精神

感召下，让学生感受、体会、崇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

过包装材料的选择、包装技法的实际运用增强绿色物流环保

意识。基于学生最近发展区发布任务后，学生个体在课前测

评与课后测评能显示学生的知识技能目标、认知实践能力，

五维学习度得到了提高。思政素养的提高同时，鼓励学生学

习课程后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专业比赛，通过大赛检验了学习

效果。

3.2 思政目标达成：绿色意识显著提升

思政教育目标得到了有效落实。通过将家国情怀、工匠

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学生的绿色物流意识测评优

良率从 58%提升至 85%。尤为重要的是，学生的团队协作能

力和社会责任感得到了显著增强，在团队项目中展现出了

“团结协作、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3.3 社会影响：产学研深度融合

该模式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学生设计的“乡

村振兴生鲜商品包装”方案被 3家企业采纳，实现了产学研

的深度融合。这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也为学生

提供了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平台，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社

会”的根本宗旨。

4 结论与展望

当前，此模式的实施更多依托学校内部资源，但未来发

展将更深化与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协同合作，探索“德育

—产业”双循环生态。通过这种协同机制，一方面将行业发

展需求融入课程设计，另一方面让企业的实践资源为课程思

政提供真实场景支持，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此外，该模式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扩展至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新兴领

域。在跨境电商中，可以融入国际贸易规则、跨文化沟通等

内容；在智能制造领域，可以注重“工匠精神”与“创新驱

动”等元素，助力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为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这一教学模式的

推广与深化将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打造职业

教育的“黄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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