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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hannel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increased 
 

and
 

the
 

quantity
 

and
 

variety
 

of
 

information
 

they
 

acquired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l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omestically.
 

By
 

integrating
 

ones
 

feelings
 

of
 

his
 

family
 

and
 

his
 

country
 

and
 

telling
 

stories
 

of
 

China
 

well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be
 

enrich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students
 

patriotism
 

and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nergy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GONG
 

Shiku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Institute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holds
 

a
 

masters
 

degree
 

of
 

law.
 

Her
 

email
 

address
 

is
 

gongshikun@ 126. com.
 

XU
 

Jingwei
 

 corresponding
 

author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at
 

USST 
 

holds
 

a
 

PhD
 

Degree
 

in
 

history.
 

His
 

email
 

address
 

is
 

xujingwei@ usst. edu. cn.

881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在地國際化」背景下提升中國高職院校

思政課能效研究

龔詩昆　 徐璟瑋

南京旅遊職業學院　 上海理工大學

摘　 要:隨著互聯網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高職院校師生獲取資訊的渠道增加,高職院校師生獲取資訊的數量與種

類日益龐雜。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在地國際化」教育教學模式成為我國高職院校開展思政課的教學活動的

重要組成方式之一。 通過融入家國情懷,講好中國故事,可以豐富高職院校的思政課程內容,對學生愛國主義情懷

的培養及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高職院校;思政課能效;在地國際化

基金項目: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 「 家國情懷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路徑研究」 ( 項目編號:

2020JSB0329);上海市高等教育學會 2021 年規劃研究課題(編號:Y2-24)《後疫情時代「在地國際化」視域下混合

式教學的設計與實踐研究》。

引言

疫情常態化、逆全球化、國際單邊主義成為一種應當正視的新態勢。 長期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對

經濟條件支撐和人員跨境流動的依賴性較強,因此正面臨著種種新的壓力與挑戰。 在外部環境不穩定性、
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情況下,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開啟新局,找到化危為機的出路,成為了當前中國

高等教育國際化助力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所在。 疫情的限制和影響,使得原本順暢的國際教育交流

變得舉步維艱。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作為學校的教育培養的中心任

務之一,如何通過教學改革,抵消上述壓力和挑戰,成為了很多學校、尤其是高職院校的研究重點。 而近年

來在中國國內逐漸成為教育國際化研究熱點的「在地國際化」命題,成為了高職院校思政課轉型和改革的指

導元素之一。
中共十八大會議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圍繞培養什麼人、

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先後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尤其是在全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會議召開之後,總書記一再強調: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

過程。 這也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 高職院校作為人才培養的一種重要組成模式,學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也是整體教育培養的重中之重。 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思政教育的重要載體,對高職院校的學生

培養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為了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高職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通過講好中

國故事激發學生愛國熱情,可以幫助學生深入瞭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及民族與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事

件。 而通過「在地國際化」的視野,可以讓學生從多維度地瞭解思政課程的側重點和授課思路;同時,通過豐

富的國際文化比較等方式,凸顯中國思政課教育的多樣化教學形式,提升學生對於理論課程學習和理解的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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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地國際化」研究的現狀

「在地國際化」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專有概念。 與傳統注重海外流動不同,「在地國際化」討論的實

質是對國際性人才在地培養的思考,強調本土高校國際化的內涵建設①。 20 世紀 90 年代末,歐盟委員會籌

備啟動「伊拉斯謨流動計畫」①促進和提升歐洲高等教育的品質和競爭力。 1998 年,時任瑞典瑪律默大學

(University
 

Malmö)分管國際交流的副校長本特·尼爾森(Bengt
 

Nilsson)發現,由於學校沒有國際化交流網

路管道這一弊端,因此無法將學生送到國外去交流學習,他大膽設想通過在本地尋求國際化交流和跨文化

交際專案來彌補。 在 1999 年春季的歐洲國際教育協會論壇(Forum
 

of
 

EAIE)上,他第一次公開提出了這個

概念,而他本人也被公認為「在地國際化之父」。 2001 年出版的論壇報告中,尼爾森等首次定義了「在地國

際化」的概念,指的是「境外師生流動以外的任何與國際交流相關的活動」 ②,並在 2003 年的《在地國際

化———理論與實踐》 ③ 一書中重申了這個概念。 隨著對此命題研究的深化,國外的學者 Soria,
 

K.
 

M.
(2013) ④和 Jon,

 

J. (2014) ⑤分別就本國的在地國際化發展狀況進行了系統分析。 2015 年,比倫·喬斯( Jos
 

Beelen)等對這個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詮釋,指出「在地國際化」就是「有目的地將國際和跨文化層面的內

容,納入到國內學習環境中所有學生的正式和非正式課程中」 ⑥⑦。
高職院校思政課通過融入家國情懷、講好中國故事,可以提升高職院校學生綜合素養,激發學生愛國熱

情、堅定學生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 但在實際的工作開展過程中,部分高職院校思政教師對講好中國故事

的重視程度不足,在思政課程教學過程中對於講述中國故事及中國傳統文化的運用方式單一,對學生深入

理解中華文化造成一定的阻礙。 此外,部分高職院校思政課程內容與講好中國故事結合不緊密,內容選擇

及教學節奏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不足,影響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品質的提升及學生文化自信的堅定。

二、
 

提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水準的重要性

提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水準是優化高職院校思政課教育教學結構的有效措施,對於高職院校思

政課教學內容的豐富及教學實效性的提高具有積極影響。 合理開展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可以幫助高

職院校學生樹立正確的文化思維模式,有助於學生充分瞭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樹立文化自信心;通過開展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有助於營造良好的校園輿論氛圍,對高職院校學生愛國主義情懷的培養具有積

極作用;開展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還有助於高職院校思政課課程結構的優化、思政課實踐活動的豐富、
校園活動的完善,能夠促進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品質提升。

(一)
 

有助於高職院校學生正確文化思維模式的樹立

高職院校講好中國故事工作的開展對於高職院校學生正確文化思維模式的培養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能夠引導學生對本民族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產生正確認知。 首先,高職院校思政課講好中國故事能夠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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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為了促進歐洲高等教育改革,歐盟委員會於 2003 年提出一個稱為 Erasmus
 

Mundus 的高等教育項目

計畫。 該項目計畫於 2003 年經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批准通過,2004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正式執行。 定

位在「碩士」層次的高等教育交流,通過建立 100 個跨大學的「歐洲碩士專業」點和提供近上萬個獎學金和訪

問學者名額的方法,吸引更多外國教師和學生在歐洲的大學學習,加強歐盟成員國大學之間的學術聯繫,提
高歐洲高等教育的品質和競爭力,擴大歐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影響。



高職院校學生樹立正確的大歷史觀,科學客觀地認識中華文化在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發揮的

作用⑧,培養高職院校學生正確的文化觀念。 其次,高職院校思政課講好中國故事有助於高職院校學生樹立

多元文化觀念,在學習生活中摒棄單向文化思維⑨,對高職院校學生正確文化觀念的培養及全面發展具有重

要作用。 最後,高職院校思政課講好中國故事有助於學生樹立正確的革命史觀。 高職院校思政課要幫助學

生明確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真實事件及取得的偉大功績,抵制歷史虛無主義對學生成長發展的影響,幫
助學生深入瞭解中國革命發展歷史,樹立正確的革命史觀。

(二)
 

有助於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及正向輿論環境營造

高職院校思政課應當充分運用互聯網資訊技術及大眾傳媒手段,深化高職院校師生對中華文化的理解

及對講好中國故事重要性的認識。 首先,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 高職院校思政課的教學過程中,思政教師

可以借助新媒體技術對中國故事及中華文化進行宣傳與講授,提升學生的文化素養及愛國主義情感。 其

次,充分利用本校資源。 思政課可以充分運用本校現有的傳播媒介,諸如校園廣播、校內網路平臺等對講好

中國故事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大力宣傳,進一步提升高職院校學生的綜合素養。 最後,加強汲取正能

量的影視文化作用。 思政課要加強對影視文化作品的運用⑩,通過影視文化作品説明高職院校學生全面深

刻地理解中華文化及其對講好中國故事的意義與作用,提升高職院校學生對講好中國故事相關教學活動的

配合程度。

(三)
 

有助於高職院校思政課程內容的優化整合及校園活動的完善

高職院校思政課課程內容的優化整合,可以對相關校園活動的完善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首先,高職

院校思政課將家國情懷、中國故事融入教材,以教學內容的形式呈現,不僅可以豐富思政課程教學內容,而
且可以提升學生在課堂學習過程中的專注度和注意力,推動思政課程教學實效性。 其次,在相關實踐活動

的設計及流程的安排上,思政課教學可以加入講好中國故事及優秀傳統文化因素,增強校園文化活動趣味

性及吸引力,進一步助推高職院校學生民族榮譽感,完成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最後,通過融入中國故事的講

述及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充分運用增強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瞭解,推動思政課程建設品質的提升及學生

的全面發展。

三、
 

高職院校思政理論課教學面臨的挑戰

高職院校思政理論課的教學內容選擇及運用有待完善。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需要提升對講好中

國故事的重視,豐富教學形式,切實提升高職院校學生的文化自信及思想政治覺悟。 但部分高職院校的教

師在思想政治理論課講授時,習慣于傳統的照本宣科,對講好中國故事重視不夠;一些教師的工作開展形式

單一,與思政課內容不匹配,內容選擇不完善,客觀上影響了學生文化自信的樹立。

(一)
 

高職院校不同主體重視程度不一

講好中國故事,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充分融入高職院校思政理論課需要高職院校不同主體對中國優秀

傳統文化元素予以高度重視。 但就目前情況來看,首先,部分思政教師不夠重視。 部分高職院校思政教師

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思政課堂教學過程中的運用這一教學環節的設計重視程度不足,不僅影響思政課

程課堂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而且影響學生課堂學習效果的提升。 其次,部分領導不夠重視。 對相關檔政

策的宣傳不積極,這是影響高職院校學生文化自信的培養及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學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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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程度不夠。 部分思政教師和領導的不重視導致學生的效仿,加之部分學生在思政課上存在注意力不集

中的情況,不利於高職院校學生愛國主義情懷的培養及綜合素養的提升。

(二)
 

高職院校思政理論課的方法與形式較為單一

高職院校思政理論課在講授中,需要豐富多樣的課程呈現形式及課程講授方式。 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

中,部分高職院校對於思政課的講授方式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以講授法為主。 部分高職院校教師以講

授法為主要的課程開展方式,師生之間的互動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瞭解有限,對教學實效性的提升幫助有

限。 其次,未充分運用先進資訊技術。 部分高職院校教師對於多媒體教學設備及互聯網資訊技術的運用有

限,對高職院校學生深刻感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及講好中國故事這一環節的趣味性造成一定的阻

礙。 最後,忽視學生主體地位。 部分高職院校教師對學生的主體性尊重不足,忽視了學生在思政課學習這

一環節的主動地位,對學生文化自信的培養及綜合素養的提高造成一定的阻礙。

(三)
 

高職院校思政理論課教學與講好中國故事結合不緊密

高職院校思政課講好中國故事是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及奮鬥發展歷史與思政課教學內容進行結合的

有效舉措。 思政課程的內容與中國故事的內容具有較高的重合性,對於學生文化自信的培養具有重要作

用。 但在實際的課程開展過程中,首先,中國故事選擇不全面。 部分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師對中國故事的選

擇及傳統文化的運用與思政課程內容銜接不完善,不僅影響學生理解課程內容,而且對學生瞭解中國故事

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造成一定的阻礙。 其次,中國故事融入不恰當。 部分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師對於中國故

事的講授停留在課前導入及課程結束後,對於學生深刻感知中華文化及培養學生文化自信的幫助有限,不
利於學生全面發展。 最後,中國故事講述不深入。 部分高職院校思政課教師教學計畫制定中對於講好中國

故事相關環節的設計較為潦草,內容講述不深入,這也是阻礙高職院校學生成長發展及堅定文化自信的因

素之一。
高職院校思政課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教師對中國故事內容的選擇及運用的時機進行準確把握。 但在具

體的教育教學工作的開展過程中,首先,內容選擇導向性不足。 部分教師選擇中國故事及優秀傳統文化時

存在導向性不足的情況,對講好中國故事這一教學環節實效性的提升及學生對於中華文化魅力的認識造

成一定的阻礙。 其次,內容選擇針對性不足。 部分高職院校教師在講好中國故事這一環節中故事內容的選

擇針對性不足,講好中國故事的教學環節與教師的課堂教學目標及課堂教學內容之間的銜接不暢,對於高

職院校學生的成長發展及教育教學品質的提升造成一定的阻礙。 最後,運用時機不當。 部分高職院校教師

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對故事運用時機把握不足,導致學生對於革命先烈的偉大事蹟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理解

不深入,對高職院校學生的成長發展及愛國主義情懷的培養造成一定的阻礙。

四、
 

提升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效能的策略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及綜合實力的增強,國際影響力逐步提升。 文化影響力作為國際影響力的重

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國際形象的塑造及國際地位的提升具有關鍵作用。 在高職院校思政課的開展過程中,
教師可以通過融入家國情懷、講好中國故事這一教學環節,優化講好中國故事的形式,提升思政課與課程思

政的銜接程度,優化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對課堂教學節奏的把握,恰當地選擇教學內容,堅定高職院校學

生的文化自信,促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深入瞭解與自覺弘揚。 同時,通過讓所有學生在求學時期有機會接

受國際理念與跨境文化的影響來提升自身能力和資格,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化世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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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升高職院校師生的政治理論課內涵

政治理論課內涵的高低決定了課程的效果。 高職院校在開展思政課程教學時,院校兩級領導和教師要

充分研討政治理論課內涵,同時提升教學主體的能動性。 第一,優化思政教師培訓機制,優化講好思政課教

學環節的設計及其與教學內容的結合,提升高職院校教師隊伍對講好中國故事重要性的認識。 第二,加強

講好中國故事的校內宣傳,提升學生對思政課學習的配合及興趣,提升學生綜合素養及專業能力。 第三,二
級學院領導要組織思政教師對講好中國故事、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政策檔進行主動學習,加大各項教學活

動對講好中國故事的貫徹力度,推動高職院校師生愛國主義情懷及文化自信的提升。 第四,將思政課和課

程思政相結合,全面提升高校教師隊伍的整體思政能力水準。

(二)
 

豐富高職院校思政課的方式

高職院校思政課的授課方式要不斷豐富。 各種不同的講授及呈現形式,可以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瞭

解程度及學習專注度,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教學方式的革新。 思政教師不僅要沿用傳統的講授法,
以口授的形式對思政課進行講授,而且要運用互動教學、實踐活動開展等方式開展教學。 第二,運用新媒體

技術。 思政教師要加強新媒體資訊技術的使用,對課堂教學環境的建設及教學氛圍的營造,幫助學生切實

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進一步激發高職院校學生的愛國熱情;利用 B 站、抖音等學生熟知和常用的軟體,增
加學生思政課程學習的興趣。 第三,尊重學生主體地位。 思政教師可以充分運用翻轉課堂這一形式,鼓勵

學生在課下積極收集有關講好中國故事的資料,促進學生在課堂學習活動中主動性的發揮及師生互動程度

的提升。

(三)
 

加深高職院校思政理論課與課程思政的結合程度

思政課程內容與課程思政是兩個殊途同歸的教學管道。 在高職院校思政課程建設過程中,可以考慮全

面選擇中國故事。 思政教師要加強在課前教學的研究討論,對中國故事的篩選及運用要進行全面考慮,在
豐富高職院校思政教育內容的同時充分發揮中國故事説明學生理解課堂內容的作用。不同專業的學生對

於專業的理解和思考是不同的。 課程思政將課程與思政課理論相結合,可以讓不同專業的學生獲得一種思

政課的沉浸式學習。 比如,讓外語專業的學生通過誦讀原版的《共產黨宣言》,提升專業能力的同時,合理融

入了思政課的內容;讓歷史學科的學生通過查檔、學習四史等方式,瞭解國家的底蘊和發展脈絡;讓統計學

科的學生,通過對思政課和課程思政的統計分析,思考今後思政課程改革的趨向。 第三,學院層面要積極聽

取師生及課程評價工作人員的意見與建議,完善講好中國故事這一環節的評價機制,提升思政理論課與課

程思政的銜接程度,推動思政課程評價方式改革,豐富思政課程的內容,提升課程思政建設品質。

(四)
 

優化高職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容選擇及節奏把握

高職院校思政課的課程教學工作開展過程中,內容選擇和節奏把握尤為重要。 思政教師要認真把握各

個板塊的教學節奏,使之與思政課堂的整體教學節奏相匹配,以不同的方式方法來優化學生的學習體驗。
其一,增強課程的導向性。 思政教師要提升課程內容選擇的導向性,這樣對高職院校學生文化自信的提升

及中華文化的宣傳具有重要作用。 其二,強化課程的針對性。 思政教師要依據學生學習需求及思政課具體

內容,有的放矢,將某一的教學環節和本身的教學內容及重點進行針對性調整。 最後,提升課程的節奏性。
思政教師要加強對於每個板塊的講授時長及講授節奏的把握,促進學生對思政理論的深入理解。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高職院校的學生的不斷增強文化自信的同時,其思政課教育教學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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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也不斷深入,這些可以在今後一代代國人的思想深處打上更為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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