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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腐朽为神奇
——中职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思考

雷　慧

（沈阳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辽宁 沈阳 110031）

摘要：一年以来在做有关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课“课程思政”的课题，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要将这些研

究感想及成果形成文字的时候，“化腐朽为神奇”这几个字突然涌入脑海，但基于社会对这句话的普遍认知，又唯恐被误解，所以特别

百度了一下这句话的含义。百度百科解释为：化腐朽为神奇，出自《庄子 . 知北游》，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

为神奇，神奇腐化为臭腐，从字面儿上讲，化腐朽为神奇的意思就是把没有生机的物质或精神变得奇妙，出乎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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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几个层面的含义，本篇文章以“化腐朽为神奇”为

题目，其意义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家长及社会的普遍认知中，

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是平凡的、普通的，甚至有人认为是被传统

精英教育淘汰的，但大量的教育实践说明，这些平凡而普通的学

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第二，中等职业教育公共基础课，在所有

学科中也是被忽视的，学生不像对专业课那么热心，因为对于将

来的就业表面上看作用不大；任课教师也妄自菲薄，因为所教学

科既不能像高中课程那样让学生拿高分，也不能像中职专业课那

样给学生带来光明的前途。所以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课地位一直不

高。但在课题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中职学校公共基础课的魅力，

正是这些课程成为专业课的基石，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思

想理论基础。只要我们任课教师共同努力，我们也可以让公共基

础课“化腐朽为神奇”。所以，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论证如何更

好地进行中等职业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

一、每个学生的心里都有光。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庆祝大会上，我们听到了 00 后青少

年的朗诵，在这些青年学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感受到了他们心中炙热的光芒。你可能要说那些都是精挑细选出

来的精英，但作为一个从事中职教育多年的老教师，我可以肯定

地告诉大家，我们中职的学生，每一个孩子的心中也有光，很炙

热的光。

为了更好地、更客观地完成课题研究，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

和中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这个问卷设计

了 27 道问题，分别从专业认知度、人际关系情况、业余生活、对

于思政和思政内容的认知度几个方面逐一考察。在问卷对象方面，

我们选取了足够多的标本。从地域上讲，我们分别选取了中心城

市和偏僻的郊县：从年级上讲，三个年级都发放了问卷：从专业

上讲，从万人中职学校的一般专业到如运动训练专业这样的小众

专业；从性别上讲，既包括男女正态分布的班级，也包括以男生

为主的班级和以女生为主的班级，总之尽量做到了取样的多样性

和普遍性。从问卷的结果看，基本上各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呈正态

分布的。例如，在为什么选择进中职学校读书的问题问题我们设

置了四个选项：A、自己选择；B、听人介绍自己认可；C、父母

选择后自己认可；D、其他，一年级 43.2% 的人认为是自己选择的；

二年级是 49.1% 的同学认为是自己愿意来中职学校的；三年级是

52.6%。选择其他的则不足 5%，也就是说，90% 以上的孩子都清

晰地认识到了选择中职学校是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无奈和被迫。

在人际关系方面，一年级有 82.1%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和

谐；二年级是 71.2%，有些下降；但三年级认为自己人际关系和

谐的又回到了 81.3%。与父母关系认为和谐的三个年级都超过了

50%。关于是否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三个年级都有接近 90% 的同

学认为自己基本能控制或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问到是否能

接受课堂思政教育，一年级不接受的是百分之五点儿，二年级是

17.23%，三年级是 7%。在思政内容方面，比如问到是否愿意接受

传统文化教育？是否了解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

念等正向答案都超过了 80%。这些数字表明，现在中等职业学校

的学生不是因为被淘汰，或是能力和认知有限才读中职的。他们

和上普通高中的学生一样，有理想、有信念，愿意接受思政教育，

并很自信很快乐地成长着。同时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带着有色

眼镜看 00 后，更不要轻视读中职学校的这些孩子。其实每个人都

是立体的，都有着不同的层面，而升学教育的弊端就在于夸大了

分数的作用，用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来界定一个孩子是否优秀，这

是极不科学的评判标准。我们中职学校的孩子同样很优秀，因为

从入学即明确了就业方向，对自己的未来定位准确明晰，所以这

些年中职毕业生中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代表：他们是从铁路技

校毕业的高铁研磨师宁允展；捧起大飞机的航天受益人胡双钱；

中国最美青工王进；在钢板上绣花的张东伟 ....... 这些人被称为“大

国工匠”，正是他们匠心筑梦，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深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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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观念，继承中国源远流长的精

湛手艺，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释放出更为夺目的光彩。

现代教育理念的不断创新提醒我们，不要给任何孩子贴上标

签儿，每个青年学生的内心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希望自己被他

人关注和称赞，希望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教师和家长要做

的是要人尽其才，让每个中职生在以后的人生路上都熠熠生辉。

二、每一门课里都有宝藏

中等职业学校课程方案将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课（含专业实践课）。其中公共基础课分为必修课程、限

定选修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其中必修课程包括思想政治、语文、

历史、数学、外语、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物理、化学等，

公共基础课程的学时一般要占到总学时的 1/3，并要求高度重视教

材书目和选用管理。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都“十四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实行动态更新机制，

打造多元立体化的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体系。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

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教材的编写质量和内容更新及核查评价

都有了根本的保证。作为公共基础课的教师也要不断地学习、提高、

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每一门课程里找到思政的切入点，在讲

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在语文课

程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在政治课中宣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数学中融入严谨科学的精神，在艺术课上体会革命和建设

中的艰辛与磅礴 ...... 作为公共基础课教师，不要总抱怨学生不爱

听课，更多的要关注如何把自己的授课过程变成一次艺术的重塑，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每一个学生能在课堂上有所收获，挖掘每

一节课程的思政教育宝藏，让听课的学生满载而归。

三、每一个思政课题的内容都值得深入挖掘。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与创新。课程

思政要求所有任课教师要全员参与到思政教育中来。如果将授课

比喻成做菜，那么课程思政的内容就是原材料。作为公共基础课

的教师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充实理论知识，提高理论水平，

这样原材料就越来越丰富。那么下一步，还要把这些原材料进行

加工，做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公共基础

课教师要有能力将思想政治内容融入每一堂课的授课过程中，肩

负起育人的责任。因此各任课教师要仔细梳理各课程的思政元素，

将其编入教学计划，融入教学内容中，并使其成为课程讲授的必

要内容，并在授课过程中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毫无痕迹的

润物细无声地开展思政教育。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型的综合教育理念，如何育人，以什么

样的内容育人是重点。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课程思政的主要内容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层

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明确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价值

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

做出的重要论断；   

2.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一个从古延

续至今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例如和谐共生，共赢等观念正逐渐成为解决世界难题的核心理念，

在课程思政中一定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髓传承给青年一代；

3.“四史”教育。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使青年学生将党和国家的发展的

历史使命与自身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 道德规范和职业素质及其他。

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这样才能有机地融入整个教

育体系，渗透到学校教育全过程，实现以政治认同、国家意识、

文化自信和公民人格为重点的课程思政要求。   明确课程思政的内

容后，还要考虑的是课程的具体内容和本学科的核心素养的要求。

为实现三者的完美结合，我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创建课

堂教学案例库”的方式。结合学生的层次、专业、培养目标等各

个方面，将思政教育元素无痕融入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形成过程中，实现具体案例与学科内容、学生实际的完美融合。

有个禅宗大师说：“你的每一瞥，每一个微笑和每一句话，

都能到达宇宙的远方，影响着宇宙中每一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存

在。每一个事物都与所有其他事物相联系。”是的，不要忽视教

育的力量，尤其是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

这些智慧的语言在告诉我们，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要用心

地感受我们的学生，用心地将思政内容融入自己的每一堂课教学

中。那么，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还是党的“四史”教育、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等等我。我们都可

以既高屋建瓴又可以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学生的内心，让我们的学

生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优秀，将来走向社会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最后实现了学生前途、教师教学生涯和社会价值三者完美统一，

真正做到了“化腐朽为神奇”。

参考文献：

[1] 成军 . 公共基础课程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研究 [J].

大学：研究，2020（8）：3.

课题编号及项目名称：LZY20185 中职公共课课程思政“课

堂教学案例库”研究  

课题类别：2020-2021 年度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

划项目

作者简介：雷慧，女，汉族，辽宁沈阳，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

主修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律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