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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时代以来，大学生的就

业问题就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相比本科生和

研究生而言，高职学生的就业率保持高位运行，但

就业低质化倾向日益凸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职业性的办学特色不明显，学生就业素质的培养

存有欠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

称“《基础》课”）作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

生难忘”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其在培养学生职业素

质方面理应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一 高职院校《基础》课课内实践职业导向功
能的凸显
（一）就业低质化倾向迫使高职院校《基础》课教育

功能泛化

后经济危机时代以来，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日渐

恶化，大学毕业生供需矛盾是其一个显著表现。相

比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高职生就业却出现了新的

景观。高职学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百分之九十以

上。虽然高位运行的就业率令高职学界为之振奋，

但就业的低对口率和低满意度却始终令学生及其

家长不甚满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对职业

教育的固有偏见，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

学生就业低质化是学院办学特色模糊化的必

然结果。现在的很多高职院校都是从中职学校脱

胎而来，他们大都束缚于办学思维惯性的影响，没

能把握高职教育的办学规律，沿袭了中职学校的办

学模式。这种办学模式培养毕业生就业能力不强，

就业素养不高，只能从事低端行业和宽口径行业的

岗位，就业的稳定度和满意度难以保障。就业低质

化倾向如何化解，如何实现高职学生就业的优质化

转向，要化解这些难题就必须强化高职院校的职业

性办学特色，因为鲜明的办学特色是高职院校健康

发展的根基。职业性是高职院校最大的办学特色

和亮点。

“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为目标”是高职院校的

办学方针。职业性的办学导向体现在教学领域就

是课程教育功能的泛化。高职学院的《基础》课与

本科学校的《基础》课在教育功能上有所不同，因为

它不但是政治教育公共课，而且是思想品德必修

课、人文素质提升课、心理健康教育课、法律常识普

及课。现在为提升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优势，《基

础》课教学必须增加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教育功

能，承担锻炼学生就业软实力的任务。

（二）《基础》课课内实践成为职业素质培养的最佳

舞台

在泛学历化的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越来越务

实，他们更加坚持能力本位的思想，看重应聘者所

能带给他们的利益预期。在这种招聘需求下，就业

人群的叠加和重合变得不可避免。本科生开始重

视技能，中专生开始提升文凭，高职学生的特色就

业优势在逐步消失。人才市场上竞争的是学生的

综合就业能力。高职学生在保持自身就业优势的

同时要挖掘新的就业优势资源，职业素养就是其中

一例。职业素养是学生就业的软实力，是综合就业

能力中的核心就业能力。

高职院校开展实践教学的模式有三：课内实践

教学、校内实训教学和企业实习教学。实践教学模

式的选择与教学时段紧密相连。按照很多高职院

校现行的“2+1”办学模式，一般是大一学生在校进

行课堂式理论学习，大二学生一边进行课堂理论学

习，一边在校进行校内实训学习，而只有大三学生

才被安排到企业进行企业实习。企业实习教学强

调的是定岗实习，校内实训教学侧重的是专业知识

的应用和检验。只有课内实践教学能把理论和实

践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两者的无缝衔接和反复验

证。

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是个长时间性、高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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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实践性的任务，其实施过程只能在理论课程

的课内实践中进行。专业课程的教学侧重理论知

识的传授和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而对于职业态

度、职业品德、职业操守和和职业良知等职业素养

的内容则没能过多提及，更不上专题教育和实践演

练。《基础》课作为最受高职学生欢迎的公共必修课

具有自己的教育优势，一是作为公共课其教育学生

的涉及面大。二是专职老师适合开展专题教育。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环节”[1]。于是《基础》课课内实践成为

了职业素质培养的最佳舞台。

二 高职院校《基础》课课内实践教学现状
虽然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任务主要是在《基

础》课的课内实践中落实。但《基础》课课内实践教

学本身的实际现状却不甚令人满意，有着很多值得

改进的地方。

（一）课内实践活动开展缺乏保障性和科学性

按照教育部05方案的要求，高职院校纷纷把

《基础》课设为公共必修科目。《基础》课的教学改革

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很多思政教师尝试着把

《基础》课与职业教育融合起来，在课堂教学中自行

设置了课内实践环节。课内实践环节属于教师自

发行为，缺乏科学化、常态化的制度保障。这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1.课程设计上存在制度性缺陷。

教育部在05方案中明确要求高职院校要开设《基

础》课且要有相应的实践学分和课时。一些高职院

校没能把《基础》课实践教学纳入课程体系，更没有

设置相应学分。也有些高职学院虽设置了实践教

学，但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仍存有很大的缺陷。例

如没有详尽的教学计划及实施方案。2. 经费保障

上存在人为性障碍。教育部对高职院校的实践教

学提出了“提供必要经费”的要求。有些高职院校

从运行成本维度考虑而人为地削减《基础》课的教

学学时，甚至有些学校对思政教师的课时费进行打

折。至于《基础》课实践教学费用投入更是少之又

少，甚至少数学校根本就没有这项经费支出。3.绩

效考核机制不够健全。《基础》课的课内实践环节其

工作量如何量化？如何考评？这在具体操作层面

缺乏全面、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课内实践教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种状况必

然会削弱思政老师组织课内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基础》课的课内实践活动一方面是缺乏制度性保

障，另一方面却是活动项目设计和构思上缺少整体

规划与细节设计，活动开展没有科学性。思政教师

自行组织课内实践大都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趣

味性，其活动方案随意性很大，既缺少项目目标上

的整体规划也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细节设计。也

有些思政教师对课内实践环节探索有余、思考不

深，没能上升到实践育人的高度来看待课内实践活

动，更不可能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具体的课内实践

活动。如此一来缺少科学规划和理论支撑的课内

实践其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二）课内实践活动开展新颖性和实效性不足

高职院校普遍重视课程的职业导向，开设的专

业课大都进行模块化的项目化管理，即专业课老师

会将教学目标细化为若干个小活动，通过课堂上的

类似辩论赛的小活动的开展来达到锻炼学生的目

的。思政老师在探索《基础》课课内实践方面确实

做出了许多探索，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深入思

考，课内实践活动更多的是沿袭范例没有创新，缺

乏规范、创新、高效的实践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

教师对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理解还停留在课堂讨

论、视频观摩、案例教学上，缺乏科学的计划安排，

没有明确的素质目标，没有体现出高职院校当前思

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方向和要求”[2]。一方面是活

动模式的陈旧化，另一方面却是实践活动没能量化

考核。量化考核出活力，绩效奖惩出动力。量化考

核制度是一切活动高效实施的根本保障。《基础》课

的课内实践环节目前大都处于思政教师自发组织

自行管理阶段，学院的教务部门对此都没有较为系

统的考核标准。教师组织了实践教学不能到及时、

客观的鼓励和肯定，结果只能是实践教学的热情和

积极性大为挫伤，大大降低实践教学的实效性。课

内实践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一门科

学，一定要规范、科学地组织实施。因此思政老师

要参加专门的、系统的教学培训学习。而当下很多

高职院校的《基础》课课内实践活动的实际效果并

不令人满意，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的要求还相差甚

远。有些实践活动目的性不强，缺少理论依据，浮

于表面，缺少实质；有些实践活动科学性不够，缺少

细节设计，流于形式，没有新意；有些实践活动深入

度不够，蜻蜓点水，难以深入；有些实践活动覆盖性

不够，只能部分学生参加，不能惠及全体学生；有些

实践活动落实度不够，大纲中安排，实践中缺失，敷

衍塞责，应付检查。《基础》课的课内实践活动没有

了量化考核，教师就没有组织活动的积极性；没有

了模式创新，学生没有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这两个

方面都能直接导致《基础》课课内实践活动的实效

性大打折扣。

三 高职院校《基础》课课内实践活动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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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路径
分析现状的目的在于为解决问题提供可能方

法。高职院校《基础》课课内实践教学问题的解决

不能凭空进行，要建立在分析现状和成因的基础

上。具体到其活动优化的可能路径，无非有健全机

制和创新模式两个方面。

（一）健全保障机制

健全《基础》课课内实践活动保障机制是实现

其实践教学实效性的关键环节。当下高职院校《基

础》课实践教学实际运行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科学化、常态化的运行机制尚不健全。高职院

校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机制完善：1.弥补课

程设置制度性缺陷。高职院校要克服一切经济和

人为困难，严格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思政教育05方

案的文件精神要求，把《基础》课的实践教学纳入整

体课程体系并严格按照要求科学地设置相应的学

分。教务部门要及时设计具体制度，完善《基础》课

课内实践环节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2.消除经费

保障的人为性障碍。高职院校要站在教育全局的

高度尽量克服经费困难，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思政

教育05方案中“提供必要经费”的要求，坚决杜绝对

思政课教师的课时费进行打折现象，严禁任何部门

借经费借口来人为消减思政课的教学课时，要设立

专项经费来保障思政教育特别是《基础》课实践教

学的正常实施。3.健全评估、考核机制。为防止因

评价制度缺位而使得《基础》实践教学无章可循，课

内实践活动流于形式，实效性大打折扣，教务部门

要积极思考和探索课内实践活动的评价问题。对

于“课内实践能否按照实践教学安排经费和计算工

作量”和“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如何评价”等问题都要

广纳民言和科学筹划，要逐步建立科学、全面的评

价标准、评级内容、评价方法等一系列评价、考核制

度。4.完善激励和奖惩制度。没有绩效就没有活

力，没有奖惩就没有动力。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要进

行绩效考核和奖优罚劣。《基础》课的课内实践教学

也是如此。教务部门要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模

式和教学实效进行考核，教师也要对学生参与课内

实践的热情度、参与度和实效性进行考核。在考核

的基础上要进行及时的总结和奖惩，要让教师组织

实践教学有鼓励，学生参与实践活动有激励。激励

和奖惩制度要科学化，不能人为随意设置，要根据

实践教学的客观规律来科学设置，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起到激励教师和学生的作用。

（二）创新活动模式

《基础》课的课内实践活动是实践教学的首要

阵地和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最好平台。其活动模

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学生职业竞争力培养的实际

效果。优化《基础》课课内实践教学模式要做好以

下几点：1.深挖教材中的职业元素。思政教师要在

课堂教学中凸显职业性就必须深入研究教材资

源。例如在讲述《基础》课第一章理想教育时可以

突出并侧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以及学生的创业

教育。在讲授第八章法制教育时可以突出讲授职

业规范和职业法律。2.因材施教地开展课内实践活

动。因材施教的目的是让不同专业、不同性格的学

生都能有专才发展和全面发展。思政教师要能根

据各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方法，要

能把“公共理论课”上成“品德专业课”。例如根据

营销专业学生的外向型职业特点，思政教师可以在

讲解职业性格时突出踏实、内敛等性格教育，根据

会计专业学生的内敛型职业特点，思政老师可以偏

重灵巧、外向等性格教育。3.全面强化高职学生的

人文素养教育。思政教师在《基础》课的课堂教学

中要指导学生去看一些历史书，去读一些散文诗，

去思一些哲学问题，去做几件公益事。职场情商教

育也是高职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思政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去读一些励志类的课外读

物并不定期地开展读书报告会等活动。4.充分发挥

学生主体作用。《基础》课的课内实践教学要坚持

“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要充分调动学生参

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针对多样化的实践形式，任

课教师要有的放矢地规范教学环节，创新教学形

式”[3]。思政教师可以根据实践目标、教学规律和学

生兴趣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内实践活动模式。例如

课前三分钟演讲、课堂模拟招聘会、职业道德小品

以及职业法制故事会等。总之，《基础》课课内实践

教学难度较大，传统教学模式下思政教师很容易把

实践活动搞得流于形式。因此其实践教学模式一

定要本着“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

进行优化与革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实践育

人的良好效果。

“实践性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实践教

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4]。《基础》课课内实践活

动要以此为本、为此服务。高职院校要健全保障机

制，思政教师要创新活动模式。只有如此才能真正

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出深受市场欢迎的优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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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nder of Optimizing the Classroom Practice
of the Basis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ZHU Zhong-yuan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Anhui Commercial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Wuhu，Anhui 241000）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Course’s（the following is called Basis Course
for short）targe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xtends new cont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severe employment. B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classroom practice is not so satisfactory. Perfecting system security and innovating activity
mode are possible ways of improving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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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of Universit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rientation

YANG F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Nantong Vocational College，Nantong，Jiangsu 226007）

Abstract: Th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are a part of the cultural carri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iversity，which have the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ell establishing th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growing-up and to become a talent for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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