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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创业教育的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 

向莉 

（株洲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株洲，412000） 

[摘要] 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实质上是实证教育， 目前， 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思政课的教学目标。 

作为指导高职生创业的核心和灵魂的思政课教育教学，本文立足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意愿，在如何促进思政课教学 

改革方面开展社会调查，探究思政课教学对高职生创业教育的影响，并提出面向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路径，端正 

高职生创业观念、增强高职生创业的健康心理，为高职生成功创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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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促进创业教育的路径 

高职院校思政课建设是指在高职院校中，《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 

下简称 《概论》 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 

下简称《基础》课）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这三 

门学科。思政课教育教学是指导高职生创业的核心 

和灵魂，可以说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为高职生创业 

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以主题教育完善创业教育的内容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根本内容是以理想信 

念教育为核心的主题教育，以确保培养出符合社会 

发展需要的高等人才，比如《基础》课中就体现出 

许多与创业教育相关的内容。思政课教学永恒的主 

题是理想信念教育，是推动高职生创业源源不尽的 

动力 [1] 。 “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作为 《基础》 

课的第一章，就非常详细地论述了理想信念对高职 

生成才的重要作用，并引导高职生如何正确面对实 

现理想过程中的逆境，如何磨练坚韧意志以及如何 

在逆境中奋起。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学的内容可以 

充分体现社会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高职生的主 

体需求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因此这一核 

心内容可以被高职生创业教育所用并贯彻始终，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以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 

丰富学生的职业体验 

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是高职院校思 

政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符合高职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这些活动是高职 

生活力的体现，可以丰富学生的见闻和经历。学生 

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有效激发学生对 

创业相关问题的兴趣，在对职业认识分析的基础 

上，确定自己的创业方案，从而帮助学生实现对主 

客观环境的全面分析和评估，达到确保创业效果的 

要求。比如在“道德品质”一节中就特别强调“恪 

守诚信” ；在“培育职业精神”一节中就着重提出 

了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涉及到高职生积极的创业 

准备、敢于创业的勇气以及提高创业能力。这些都 

是高职生在创业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但 

同时也是创业教育的基本内容。 

（三）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及时为学生解决职业 

困惑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心理教育的开展，采用个别辅 

导的形式，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性格、气质 

和优缺点，培养良好的心理素养。这为创业的顺利 

开通打下了基础，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提升了学 

生在应对挫折和困难时处理问题的能力。 

（四）以培养创新能力为突破口，提升学生的 

职业素质 

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创新能力更 

是成为考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当前高职院校的思政 

课教学越来越重视对高职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创业 

教育的过程中，创新能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帮助高职生从多角度、全方位实施创业规划。 

《概论》课告诉高职生肩负的历史使命，告诉高职 

生面临的机遇以及应走的发展道路，为高职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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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提供科学导向。如果高职生在创业过程中缺乏 

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偏离政治方向和中国现实 

社会的实情，创业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 

职生的创业甚至于还会走向斜路。 

二、面向创业教育的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 

（一）开发思政课的创业教育内容 

我国高校普遍没有开设专门的创业教育课程， 

高职院校也不例外，要开展创业教育，夯实理论基 

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思政课的教学目标是培 

养高职生的政治素养，在培养高职生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同时，也要加强思政课教学中对高职生创 

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现代化的中国梦需要又 

红又专的建设者。因此，笔者建议在《基础》课中 

增加或者扩展与创业教育相关的内容。比如， “理 

想信念——个人理想”一节内容中应该与创业教育 

相结合。因为要实现个人创业的理想就离不开创 

新、创业，只有无数个个体的创业、创新才能构建 

社会的共同理想。再如“培养职业精神”一节内容 

中，不仅仅是要高职生明确地遵守职业道德和法 

律，更重要的是让高职学生知道创业能力如何在学 

校获得。 

（二）以课堂教学为阵地，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 

高职院校要把思政课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强 

力推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积极推进思政课教 

学改革，探索实行板块互动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 

法、案例式教学法等。一是通过上好创业教育指导 

课，对高职生进行创业主导教育，有效实现政策引 

导直观化、 高职院校指导具体化、 学生主导实际化。 

二是通过专业教学课对高职生进行创业渗透教育， 

在专业教学的过程中，加强职业观念与职业技能教 

育，使高职生明白自己的专业最新发展趋势、职业 

岗位技能要求，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与创 

业目标。同时，通过加强专业课教学，创造条件使 

学生多拿职业资格证和技能等级证，夯实职业技能 

这一就业创业的基石。三是通过上好思政课，对高 

职生进行正确的引导。思政课教学的目标应针对高 

职生的理想信念的树立、创新品质的培养、创业精 

神、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 

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让高职生以积极有为的心 

态、科学适用的方法、切合实际的精神状态规划好 

自己的就业创业问题。 

（三）结合校内外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搭建 

实践平台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要重视实践环节，应精心 

组织开展高职生社会实践活动，把社会实践纳入教 

育教学总体规划，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只有在实 

践过程中，才能检验自我认知是否正确、目标设定 

是否合理。因此，要在开展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 

引导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文化活动，强化学生社 

团建设。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能够帮助 

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 

谐健康的校园文化对于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具 

有深远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以学生社团为 

依托，使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 

高竞争意识。同时，积极联合企业，推进“校企合 

作"，帮助学生进行职业体验，了解社会需求，锻炼 

自身的动手能力，调整和完善自己的创业规划。 

（四）创建创业教育服务平台 

创业教育是时代对高职生适应社会发展的新 

要求，具有深远的意义。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 

型的大形势，结合高职生就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 

问题、新困惑，有必要在高职生应知应会、必知必 

会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基础上，创建就业创业教育 

与服务平台。实施就业创业平台教育，应从以下三 

个方向切入：一是采用多媒体教学形式，比如对于 

国家的就业创业政策、创业的成功案例、创业失败 

的案例等，以图文、影像等形式呈现，使就业创业 

平台教育直观化、形象化、生动化，增强高职生的 

注意力，培育高职生的创业兴趣，并使高职生对于 

就业创业认识更加理性，判断更加科学现实；二是 

通过与人才市场就业对接，与就业单位对接，与社 

会需求市场对接，使高职生创业就业有一个更加明 

确的方向：三是正确的引导，可以通过答疑解惑、 

分析案例，以及请专家、企业成功人士、学校创业 

有成的高届毕业生回校讲座，并对在创业过程所遇 

到的阻碍进行明示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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