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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思政教育优化策略研究
刘继亭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50）

摘要：产教融合教育为高职思政教育优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与要求。在此过程中，高职院校应注重将思政教育融入实践活动，培

养学生职业素养，推动专业教学创新，进而有效提升思政教育效果，促进思政教育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基于此，本文针对高职思政教育

产教融合路径展开研究，阐述了产教融合在高职思政教育优化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旨在构建一个更加贴近产业发展

需求、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高职思政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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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培育人才的重

要途径，其思政教育重要价值不断凸显。产教融合是连接教育与

产业的重要桥梁，不仅能够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的有效衔接，还能为高职思政教育提供丰富的实践资源和真实

的教学情境。在产教融合理念指导下，高职思政教育能够紧密对

接产业发展需求，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思政能力，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

一、基于产教融合高职思政教育优化的价值意蕴

（一）有利于提升思政教育效果

高职思政教育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能够促使思政课更加贴合

学生实际需求和社会现实，让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讲授和理

论教学，而是依托产业，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实践。基于产教

融合的思政教育内容强调理论知识与社会生产的有效结合，能够

提升教学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引领学生亲身体验企业社会责任，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与职业道德。产业企业的参与能够为思政教

育提供丰富的案例和素材，使得教学过程更加生动、具体，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从而提升思政教育效果。

（二）有利于增强学生思政实践能力

基于产教融合的思政教育，能够有效拓展实践教学场景，为

学生提供丰富实践训练机会，以此锻炼学生思政实践能力。在思

政教育中融入产教融合元素，学生能够参与到实际生产、服务和

管理过程，亲身体验和理解思政教育内容，实现做中学、学中做，

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将来步入社会服务国家

奠定坚实基础。

（三）有利于促进思政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融合

产教融合的核心在于实现教育与产业的相互支撑和共同发展。

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能够促使思政教育与企业生产之间的深度交

流，引导学生关注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树立正确的职

业观念和就业观念；思政课教师能够更好了解产业需求与发展趋

势，以此调整思政课程内容，促使思政教育更符合产业要求；产

业发展能够为思政教育提供实践舞台和教学资源，使思政教育更

加贴近产业实际和学生需求，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推动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思政教育优化策略

（一）完善顶层设计，合理设计实践教育目标

在产教融合下，企业精神与德育相融合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趋

势。在此过程中，学校应完善顶层设计，针对性开展思政教育的

结构优化和重构，促使思政实践教育的建设与一体化实施，确保

各项优化措施能够系统、有序地推进。首先，明确教育目标。学

校应紧密结合产业发展需求设置总体目标，即培养具有坚定理想

信念、高尚道德情操、扎实专业知识、较强实践能力和良好职业

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突出劳模精神培育，为后续思政教

育指明方向。明确总体目标后，学校应合理设计实践教育目标，

围绕提升学生的思政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展开，设定具体、可衡量的实践教育目标，为

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明确的方向和指引。其次，强化顶层设计

协同性。学校应注重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性，包括思政教育与其他

学科教育的协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协同、学校教育与产业

教育的协同等，凝聚各方教育力量，促使思政主体形成合力，共

同推进思政教育质量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学校可开展教育试点

工作，可尝试在第五六学习选择学科进行实践，派遣思政教师作

为德育指导教师入驻学生实习单位，指导学生实习实践中的思政

教育，促使思政教育与实习实训的有效结合。最后，建立反馈与

调整机制。学校应建立有效的反馈与调整机制，及时收集和分析

思政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经验，不断迭代和优化顶层设计，确保

高职思政教育始终保持与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同步。

（二）推进产教融合，打造“学—讲—研”综合教育模式

学校应根据学生实习实践特点，围绕学生获得感，打造“学—

讲—研”综合教育模式，推进思政实践教育，促进理论与实践的

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和实践能力。在“学”方面，

注重融合多元学习内容，为思政教育注入理论活动。学校可将工

匠精神、企业文化、职业道德、社会热点等丰富多元的素材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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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论教育，引入贴近产业发展和社会实际的内容，使思政教

育更加生动具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深度，培养学生批

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在“讲”方面，围绕实习实践深化学生思

政体验。学生应依托实习企业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将思政学习与

实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思政理论的理解

和认识。企业宣讲活动能够有效锻炼学生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

让学生直观感受企业文化、职业道德等思政要素在实际工作中的

重要性，促使学生与企业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增进彼此的理解

和尊重。在“研”方面，建立双向反馈，促进共同成长。学校可

建立双向反馈机制，由企业教师与学校教师共同进行点评和总结，

关注学生宣讲内容是否准确、表达是否流畅等，引导学生思考如

何将思政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鼓励学生进行互相分享和交流，

分享各自在实习和宣讲中的经验和感悟，反思自己的学习和实践

过程；教师应结合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教学，为后续教学提供有益

参考，实现教学相长。在“学—讲—研”综合教育模式下，学校

应积极推进产学合作与实践教学，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和教学计划，与企业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开展项目合作，为学生

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平台，促使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发展。

（三）突出职业特色，完善思政教育实践改革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思政教育应注重凸显职业教育特色，

将职业岗位元素融入教学，使思政教育更贴近学生未来职业发展

和行业需求。首先，借助地域文化资源增强学生职业认同。学校

应挖掘和利用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与企业文化资源，组织学生参观

红色教育基地、知名企业生产线等，让学生亲身感受革命先烈的

英勇事迹和当地企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进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

感和职业认同感。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更好理解企业文化，

认识到职业道德在实际工作的重要性。其次，将思政教育融入企

业实训活动。在校内，学校应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突

出职业教育优势，让思政教育由校园走向企业，将企业育人要素

转化为课程资源。在校外，学校应推进思政教师与企业技能大师

的协同育人，由企业导师为学生讲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创新的艰

难历程、企业人才奋斗过程等，讲解行业发展趋势、企业用人标

准等，增强学生获得感，帮助学生更好对话自己职业生涯。以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例，学院应聚焦“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培育，开设相关课程，组织专题研讨，

举办技能竞赛，以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思政精神内涵，将其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结合学生发展方向，学校应结合优秀企业文化组织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开设创新创业课程，组织创新孵化项目，增强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通过组织多元化实践活动，能够培养出具有

崇高职业理想、精湛职业技能和良好职业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四）结合学生实际，精准实施产教融合育人

在优化高职思政教育实践中，学校应以学生为中心，紧密结

合学生实际，精准实施产教融合育人策略，以多样化的社会实践

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成长。对此，学校可组织以

下教学活动：一是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可组织学生参与“大学生

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

深入基层，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社会实

践活动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国情民间情，感受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和文化魅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将思政理论内化为自身行动指南。

二是讲说员大赛活动。高职院校所在地区存在着丰富的红色资源，

教师应利用红色资源优势组织开展解说员大赛活动，鼓励学生从

党的理论成果的“聆听者”转变为“讲解者”，促使学生深入学

习和理解党的历史、理论和政策，锻炼学生表达能力和综合素质。

大赛活动能够有效丰富思政教育形式和内容，有效增强教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多元化课程教学。教师应采用案例教学法、

启发式教学等方式，促进思政教育向具体情境拓展，激发学生情

感共鸣，促使学生知行合一。例如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可选择联

系学生专业和企业岗位的经典案例，解答学生思想困惑，强化学

生职业道德，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精神。此外，为提升产教融合育

人工作的精准性，教师应注重走访企业、参与企业招聘等，深入

了解专业企业实训过程，了解行业企业和具体岗位对学生能力素

质方面的要求；全面分析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结合学

生更喜欢“在做中学”的特点实施思政教育，深化思政教育与技

能教育的协同育人。通过精准实施产教融合育人，能够提升学生

的思政素养和实践能力，还能够激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社会

的责任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奠定坚实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思政教育能够有效提升思政

教育质量，推动思政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有效结合。不同于传统思

政教育，产教融合思政教育强调以实践为主、以学生为主、以融

合为主，能够衔接教育与产业，为学生迈入社会奠定基础。学校

应注重做好顶层设计，开展产教融合实践，突出职业教育特色，

精准实施产教融合育人机制，更好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和产业发

展，拓宽思政教育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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