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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多举措思政育人
——学校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案例

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

概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要紧

紧抓住青少年阶段的“拔节孕穗期”，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为此学校思政教研室在

立足课堂，培养学生政治认同；把握契机，强化学生家国情

怀；走进场馆，带领学生参与爱国实践；借助大赛，培育学

生时政与法律素养等方面积极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出版印

刷中职教育的思政教学机制，助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一、背景情况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两纲”鲜明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思想、新观点、

新要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引导人

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明德修身、立德树人的根本遵

循。坚持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这是对总书记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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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指示落地的

体现。

作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学校，为推动《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具体落实，学校思政教研室立足课堂，

开拓创新，进行了多方尝试，以课程为抓手，培养学生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的主阵地。习总书记在思政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要

紧紧抓住青少年阶段的“拔节孕穗期”，理直气壮开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引导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二、主要做法

（一）立足课堂，“厚”道德土壤

学校思政教研室按照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

自律严、人格正的要求，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建设，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让有爱国情怀的人讲爱国。学

校思政教师均为共产党员，有坚守的共产主义信仰，有深厚

的教育情怀，有不断学习的意识。1 位教师获得上海市宣传

系统“学史达人”知识挑战赛“勤奋榜”第一名。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采

取互动式、启发式、交流式教学。课中，组织“议题式”教

学活动，选取学生关注的时事热点，组织学生开展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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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在教育灌输和潜移默化

中，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为适应新时代

青少年对新媒体更感兴趣的特点，思政教研室建设信息化教

学资源包，开发微课丰富教学资源。采购课程资源包，建成

191 个微课。

（二）把握契机，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思政教研室对标思政课程标准，将思政小课堂融入社会

大课堂；教学实施贴近学生需求，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培育；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导向，形成性评价贯穿始终。

学校思政课将学生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融合，以师生

亲见亲闻亲为鲜活事例贯穿于思政课教学，增强了思政课的

亲和力、针对性。如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党中央决策部

署、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措施成效、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先

进人物和典型事迹作为案例被融入思政课教学，让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职业道德与法律》、《哲学与人生》，以“抗疫”为

素材，设置“话题讨论”、“课后作业”，引导学生思考疫

情期间特殊的人际交往礼仪要求，社会公德，及职业精神。

《心理健康》教学团队自主研发，开设“与疫情共处”

专题内容，引导学生觉察疫情期间自身情绪、生理的变化，

学会在疫情期间调整好心态，积极面对；引导学生在长期的

居家学习期间，处理好亲子关系；启发学生化疫情考验为成

长机遇，学会珍惜生命、敬畏自然、心怀家国；激励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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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觉担当，勇于作为。

《艺术修养》教学团队，课程结合内容，突显课程思政，

发挥艺术课程独特的育人功能，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情

动人，帮助学生塑造美好心灵，健全健康人格。比如，以艺

术作品作为载体，引导学生通过“振奋人心的歌曲”，激发

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三）走进场馆，带领学生感悟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

作为由上海市教委职教处指导、上海市中职艺术教育专

业委员会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走

进艺术宫”项目于 2019 年国庆前期在中华艺术宫开展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活动。活动由“职业教育

文化艺术场馆课程化教学”、“艺术实践创作”、“德育志

愿者服务”三个板块组成，学校思政教研室设计的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探寻职业兴趣”参与展示。学生通过现场“问卷

调查”，领悟到职业兴趣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登录

职业兴趣岛”，寻找到各自的职业兴趣。在此基础上，增设

“匠心工场”环节，旨在使学生在实践操作中体悟“工匠精

神”，在艺术创作中感悟家国情怀。学生按照职业兴趣类型

进行分组，每组使用广告衫、彩笔、帖纸、纽扣等元素完成

创作，学生们使用国旗、国家地图、70 字样，爱心 等元素

完成作品。

在进行分享时，学生们不仅表达了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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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专注、精细、创意等工匠精神，还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祝

福。他们用 6 件 T 恤完成“祝福我的祖国”设计，自豪地穿

在身上展示；他们大声喊出“祝福祖国，生日快乐”，他们

齐声高喊“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学生们充

满自信的展示、满满的爱国情怀感染了在场的老师、场馆内

的市民。通过参与课程，学生不仅寻找到自己的职业兴趣，

了解不同职业兴趣类型对应的工作岗位，进行了初步的职业

生涯规划，还体验到了“工匠精神”的内涵，更表达了对祖

国的真挚祝福。

（四）借助大赛，品书香、学法律、提素养

深入开展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深入开展国情教育，

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

观、角色观，了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仍处

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引导人们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形势

发展变化。

暑假期间，面向全体在校生开展“品书香·学法律”，

培育学生法律素养。组织校内初赛、复赛，选拔学生参与“新

沪杯”法律知识竞赛；寒假期间，面向在校生开展“与祖国

同心，与时代同行”时政知识竞赛。2019 年获得一等奖 1 名，

三等奖 4 名。通过学习时政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国家大事，

关注时事热点，增强社会责任感，培育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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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启示

一是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做好前期策划，组织系列活

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培养

师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兴趣爱好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创新活动形式，赋予活

动新内容，为学生呈现以“公民道德建设”为主线的系列“思

政课程大餐”。

二是打好思政课程“组合拳”，拓展学习空间，巩固育

人成效。学校结合思政教学，整合课堂以外的教学资源，拓

展思政学习空间，严把内容关和形式创新，基于思政教学实

践，让公民道德教育“润物细无声”，强化巩固活动成效，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