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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政教育是用一定的思想完善人们思想观点、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是引

导现实人的内在生命自觉，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校园文化作为激发对思想

政治教育所传播内容的理解、认同和接受，不仅是学校长期发展积淀而形成共识的一种

价值体系，也是办学精神与环境氛围的集中体现。在此，笔者透过思想政治教育，就技

工院校文化育人体系建设作一分析，以期与广大职教同仁探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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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的融合

1.内在的融合。在思政课程上融入学校的校园文化，例如：融入学校精神文化、融

入党建理论等。通过这一内涵的思政教育的方式，既完成了思政教育任务，又实现校园

文化建设的目标。

2.形式上的融合。学校要充分结合校园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来制定和开展。

3.结合以往思政教育教学方式进行融合。通过活动的方式对思政课进行有效的教学

设计，既避免枯燥的授课模式，也有助于活跃学习氛围。同时，重视思政教育过程管理，

归纳出各种工作任务的完成条件和考核标准，从而形成最终评估的结果，使教师管得好、

学生学得牢。

二、重视各种文化选修课程的开设，将校园文化资源整合起来

1.将抓好一专多能落到实处。要求学生学习一门专业技术的同时，要对各种相关知

识、相近技术技能进行广泛掌握，实现人人拿多证，集多种相关技能技术于一身，以适

应当前市场需要多变的特点。

2.将学校内外的高质量资源发挥到极致。比如：筹建学校艺术专业院系，定期进行

理论研讨，组织文体骨干培训，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流程示范演练教学，积极参加各类竞

赛活动，充分挖掘学生文体骨干潜能，采取集体研究、赛教练讲、文化艺术展示比赛等



形式，着力提高班主任和骨干组织开展文体活动的实际本领，让他们在组织活动中起到

先锋模范作用，使其充分发挥骨干力量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最大程度调动同学们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放手让他们唱主角，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做到自我教育、自我完

善。

3.将思政教育相关的选修课程开设合理。在这类选修课程当中设置传统文化，创新

思维，哲学生活，社会礼仪等，通过这类课程的设置，将教学大纲、师资团队、全理的

学时学分，丰富个性化和灵活多样的方法，融合课堂主讲、现场回答、网上互动、课堂

反馈等手段，有效地推动学生的热情，在引人入胜的氛围中并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提

高校园文化建设。

4.适当开展类似于业余党校的相关教学活动。通过加强对学生思政教育内容的有效

拓展作为一种重要的途径，从而提升学生的政治素质。调动共享各方面力量和资源，以

满足学生日益增长个性化需求和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生活需要，为建立精品文化活动

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有力支撑。

三、开展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组织实施上的融合

以我院为例，可以建设“三园三廊三馆一树林”系列文化设施，制定施工蓝图，根

据时间节点完成阶段性任务，对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化场馆和视觉标识进行设计。具体

是：立志园，凌志园，成志园；七彩空港长廊，风驰铁乘长廊，国体电子商务长廊；综

合文体馆，党史教育馆，电子商务实习馆，校友林系列文化设施等。并将校园文化体系

梳理汇编成制度册，保证活动开展和各种管理有据可查，有章可循。公布校园文化指导

委员会责任，有序更新各种类型的团队，实现薪火相传，队伍不断，小组持续，每个团

队清晰年度活动计划，严格落实活动，必须要做到经常化。日常养成“十小行动”的每

月强调突出一个内容，制订个人“修身自省卡”，坚持每天的潜移默化，达到不见其长、

日有所增效果。

四、抓好三个课堂体现技工院校特色和内容构建体系上的融合

1.精神文化进入校园。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社会主义文化。全



年精心设立了 30 节，每一次安排 60 分钟，研讨 30 分钟，根据每月的四节需求，加强

对学生的理论认识，巩固和扩大政治理论的教学。

2.物质文化进入校园。学校专业特色和培养生活目标结合，精心设计建设特色人文

景观，充实完善文化活动场馆，打造视觉上的传递，加强文化宣传载体，开展文明课堂、

文明寝室、文明班级、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着力打造区域精神文明高地，营造良好的

学习生活氛围，营造清静、清新、淡雅、怡情、励志、团结、奋进的文化氛围，让学生

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达到久居芝兰之室亦与之化矣的育人效果。

3.制度文化进入校园。坚持“无规矩不成方圆、有敬畏才知行止”的思想，对校园

传统仪式、规章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完善一套学校自己规章制度，设立了校

园文化建设委员会，统筹指导校园文化全面建设。

4.行为文化走进学校。重视从根源起，从起步渗透，从日常交流，以“三省、环保、

阅读、无烟、共享、净身、塑形、光盘、廉洁”为抓手，在学生中大力开展日常养成“十

小行动”活动，每年从 1月份开始，每月突出一个主题，以十个月为一个周期。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良好的形象，在点滴中提高道德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