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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创新的思考
侯秀芬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摘要：职业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自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以来，思政教育的地位便越发凸显。在

此背景下，如何围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尤其是工学结合模式落实好思政教育工作，已经成为高职院校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

本文在阐述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思政教育面临挑战的同时，探讨了有效的创新对策，以期能够给相关人士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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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高职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与社会发展以及岗位需

求相匹配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往那种以学校教育为主的职

业技能教育模式已经过时，工学结合作为一种“工作 + 学习”形

式的育人模式，能够让学生在专业实践当中学习知识、锻炼能力，

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

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于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地提

升，人才的思政素养更加受到人们重视。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

思政教育和工学结合模式的融合，让学生能够在获得专业综合能

力提升的同时，还能获得良好思想品质、职业素养的培养，已经

成为高职教育发展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工学结合模式概述

对于工学结合而言，其实际上就是指工作与学习结合的一种

育人模式。虽然最早诞生于英国，但是首次提出的却是美国的施

耐德。他指出，在职业教育当中，学生没有办法在实验室或者课

堂学到太多技能，只有在工厂、车间当中方能让他们学到更多技能。

所以，如果想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话，就务必要做好教育教学

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不要局限于课堂教学育人，而是应当

积极依托企业力量，去引导学生展开工作与学习的结合，如此一来，

不但能够让学生得到充分的技能学习和历练，促进他们的成长、

就业与发展，而且还能减少企业对于新员工的培训成本，可谓是

一举多得。

二、工学结合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角色转换而引发的心理不适

在工学结合模式下，学生被推向了生产前线，这也使得他们

的角色开始由“学习者”向“工作人”方向转换，而这一种转换

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以往的学习环境变成了社会环境、工作

环境，这也使得学生心理产生一定的问题。学校好比是一座象牙

塔，里面的环境轻松且浪漫，学生生活也往往是悠闲自得的。然

而，当他们进入企业之后，所面临的环境可能是轰隆隆的机器声，

复杂的社会环境，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复杂的思想观念、社会

思潮等蜂拥而至，实践学生很容易出现心理以及思想问题，这也

是当前思政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其次，是以往学生身份转变

成员工身份，这也给学生的思想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学校中，

学习是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学习之外他们无须再想其他一些东

西。同时，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授业解惑，师生间的关

系比较融洽和轻松，教师也往往会想方设法地去服务、包容、关

心以及重视学生。然而，当他们步入企业之后，随着其身份的转

变，其所面临的要求和各种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如在工作

中会被提出更多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必须服从企业的安排与管

理，遵守相关的规定与准则，这些都会对学生的思想以及言行等

形成一定冲击。尤其是一些学生在心理中对于角色的转换接受速

度较慢，他们内心仍然认为自己还是学生，因此当工作中遇到磨

难以及挫折的时候，往往会因为准备不足而遇到挫折。由此可见，

在工学结合模式下，随着环境以及角色的变化，学生也要做出更

多转变，否则将很容易出现恐惧、悲伤、逃避等负面思想情绪，

进而引发一系列心理或者是行动问题。

（二）合作低效而引发的思政问题

从内涵角度来看，工学结合模式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为了促进

学生综合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了学生、

学校以及企业多方力量。其中，学校作为“主导方”，主要是联

系企业，与他们进行人才培养等多方的合作，为学生找到合适的

工作实训单位，促进他们工学结合式的学习和成长。企业作为“协

办方”以及“雇主方”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岗位工作并且由此支付

相应的报酬，同时与学校一同对学生进行管理以及负责。而学生

作为“受益方”，一方面是企业的雇员，另一方面也是学校的学生，

在实际生活以及工作中是需要受到校企双方管理的，同时也要为

企业的生产以及岗位负责。结合西方国家工学结合模式的实践情

况来看，为了有效调动企业接受学生实践的积极性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做法，首先，是政策驱动，即国家以及地区颁布相应的优惠

政策，引导企业来接受学生实习和工作。其次，是廉价劳动力，

即为企业提供一些相对廉价的学生劳动力，减少企业的成本支出，

但这种主要是一些基础性、安全性的岗位。再者，是长远考虑。

因为市场经济愈发趋于成熟，很多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会将工学

结合等模式看作是自身人才引进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这些企业

在工学结合等模式实践方面的参与性都是比较积极的。但是，结

合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在工学结合方面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

学校以及学生始终在工学结合中处于弱势地位，校企之间没法实

现人才培养以及资源运用等多方面的合作，体现在思政教育方面

就是没办法实现思政教育的校企联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思政教育推进效果，从而导致部分学生在工学结合当中没办法受

到良好的思政教育引导，这显然是不利于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

的。

三、工学结合视域下高职思政教育的创新对策

（一）注重导向教育，调试学生心理

在工学结合开展之前，高职院校应当从思政育人角度出发，

对学生展开集中式的教育引导，重点将思想教育、就业观念教育

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融入思政教育当中，让学生能够提前对工学

结合模式下的环境变化、角色变化形成有效认知，增强他们的适

应能力。在实际的工学结合运行当中，学生在企业工作过程中也

难免遇到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去重视和去解决，但我

们应该明白的是，对于一些不适应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

自我接受、自我适应，不断提高他们自我适应能力，强化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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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认知，切实做好内因消除工作，进而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

工学结合环节。具体来说，学生自我调适能力的培养可从重点从

情景模拟的方向着手，如可以创设相应的工作情境，指引学生去

体会、去感受和去学习。与此同时，院校也要积极将就业教育融

入思政教育当中，一方面向学生讲授一些关于就业形势等方面的

知识，展开关于就业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另一方面要围绕思政教

育做好对学生的职业素养、思政素养教育工作，如此一来不但能

够让学生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得到有效激发，而且还能减少他们在

工作中的盲目性，有效缩短他们在工作岗位方面的适应时间，使

他们能够快速适应岗位角色。除此之外，结合现实情况来看，学

生对于企业工作中的利益以及权益比较看重，这里我们有必要向

学生传达一些关于合法权益方面的引导教育，同时依托职业素养

的教育引导学生合理看待和对待企业和自身利益的矛盾，逐步树

立其良好的价值观、就业观，逐步强化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促

使他们能够在工学结合模式下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二）依托实践活动，塑造精神品质

实践证明，思政教育效果的提升不但取决于理论教学引导，

而且更取决于实践教育的带动，只有在良好的实践教育引导下，

才能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相关知识内涵，塑造他们良好的品质

素养。这也启示我们，在工学结合模式下，一定要做好实践活动

设计工作，重点立足工学结合的特点，从校企合作方向出发，牵

线企业单位，把握好学生工学结合的契机，与他们一同走进企业

岗位当中，引导他们观察企业的一些匠心人员，体会他们身上的

优秀精神，以此来减少他们的浮躁心理和不适应情况。与此同时，

要引导学生对自身的企业工作实践进行总结，围绕在工作中遇到

的困惑和问题，思考学习企业当中优秀员工的做法，在此基础上，

积极牵线一些企业工匠型人才，与他们一同结合工作要求、岗位

标准、企业文化等开展基于工匠精神的思政专题讲座。这一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可以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获得的

收获以及亲身感受，通过引领他们与匠人近距离交流，来发挥他

们在工匠精神教育方面的实践优势，让学生能够获得良好的实训

学习引导，为他们树立良好的精神标杆，推动他们工匠精神的形

成与发展。除此之外，我们也要从学生自身的专业角度出发，立

足思政教育，积极组织一些实践性的思政教育活动。例如，我们

可以提前对企业方面的人员展开调查，与他们联系说明此次实践

活动的具体目标。在此基础上，与学生一同采访企业的优秀人员，

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故事、工作标准以及工作理念。这一

过程中，我们还可引导学生对此写一写自己的感受，录制一段小

视频等等，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来强化学生对于企业工作的认

知，使他们能够在与优秀员工接触过程中，获得更多心理方面、

思想方面以及价值观方面的正向引导，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

生良好的品质道德和工匠精神。

（三）注重校企联合，实现协同育人

在工学结合模式下，由于学生在企业工作的时间较长，所以

只是凭借学校方面的力量是难以获得好的思政育人效果的。所以，

我们也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思政教育方面的育人作用。在企业当中，

管理人员、企业文化等都可以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和重要力

量，积极推动教育管理重心的迁移，搭建跟进式的思政育人框架，

是当前工学结合模式下落实好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对此，

院校应当提前围绕人才培养标准、工学结合育人目标做好沟通交

流工作，明确思政教育在工学结合过程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在此

基础上，依托双方的合力来组建一支由学校思政教育者以及企业

师傅共同参与的思政教育小组，明确合作管理机制以及双方责任，

依托双方的合力来打造思政教育良好局面。这一过程中，院校和

企业应当做好人员选择工作，重点选拔那些思想素养高、专业素

质强的人员来担当思政教育小组教师，尤其是在企业方面要挑一

些具有高尚职业素养的师傅来带学生，如此一来不但能够让学生

接受师傅优秀职业技能的教育引导，而且还能够让他们受到其人

格魅力的熏陶，逐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高职院校

也可积极搭建辅导员教师、思政教师走进企业的通道，为思政教

育的有效化推进做好铺垫。具体来说，院校可依托校企合作关系

来为思政教育者提供顶岗机会，这样一来一方面能够发挥他们与

学生关系紧密的优势，给学生提供良好的思政教育引导，有效解

决学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心理问题、思想问题；另一方面还能

够为思政教育者自身的发展带来帮助，使他们能够对企业工作形

成深刻认知，了解学生的工作实情，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待学

生在工学结合中遇到的问题，并且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引导，从

而让思政教育能够在工学结合模式中落地生根。

（四）搭建网络平台，提升教育效果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职思

政教育的重要改革趋势。在此背景下，将网络化手段应用到工学

结合下的思政教育之中也是必然之举。同时，由于工学结合模式

下的大学生思政教育有着分散化、差异化以及多时段等特点，我

们更应该运用互联网手段与企业一同搭建一个思政网络教育育人

平台，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及时把握，有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

同时，我们也可借此契机，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他们

能够在工学结合当中充分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引领团体的正向化

成长和发展。这期间，我们还可以发挥他们在学生以及教师间的

纽带作用，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学生视角来发现工学结合期间的实

际问题并进行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通过他们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关

系将思政教育更好地渗透到工学结合教育之中，最大限度地消除

思政教育盲点，提升思政教育实效。

总之，在工学结合育人模式下，高职思政教育也亟待进一步

优化和革新。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正视工学结合模式下思政教

育所遇到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不断运用新的教育创新思路和方法，

搭建一个基于工学结合的思政教育新常态，从而让学生能够在工

学结合模式下获得更多思政素养的教育引导，助力他们在未来走

得更远，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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