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兴趣与职业——选我所爱，爱我所选 

 

一、课程和案例简介 

课程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16学时，1学分。立足我校地方涉农高职办学特色，强调职

业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既有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

也重视观念转变和素质养成，是集理论、实务和经验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 

案例节选自项目二——正确认识自我，通过结合学生专业，设计课堂活动，助力学生通

过兴趣认知思索职业期望、专业学习方向，树立在实践中培养兴趣的意识，厚植知农爱农、

服务乡村振兴的自觉意识。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兴趣的内涵，兴趣在职业活动中的意义与作用。 

2.理解“兴趣、乐趣、志趣”三个层次及转换的方法，兴趣与专业和职业适配的途径。 

3.掌握兴趣探索的常用方法与步骤，掌握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特征与异同点。 

（二）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霍兰德职业兴趣简易测评等方法，获取个人职业倾向情报，建立职业链接，

为职业规划做好准备。 

2.提高对自己兴趣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提高自我管理技能。 

3.通过兴趣认知去思索职业期望，思考专业学习方向。 

（三）素质目标  

1.树立通过实践培养与发展兴趣的意识。 

2.树立专业自信，职业发展自信，培养学生主动适应职业的意识； 

3.能够结合专业特色，地方涉农高职校情，以新农人的标准，从服务乡村振兴，服务三

农等方面，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志趣。 

三、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课程结合我校面向“三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特

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解决学生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需求，把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和思

想问题相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培养知农爱农，可以担当乡村振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新农人。主要在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具有三农情怀、培养奋斗精神、加强

道德修养、强化法制意识、提升文化自信上下功夫，引导学生到祖国人民最需要的领域就业，



到基层就业，到乡村振兴的广大舞台上发挥才干。 

图 1.课程思政建设重点 

（一）案例思政元素分析 

1.贴合校情与专业做设计 

结合我校地方涉农高职特色，授课班级园艺专业特色挖掘思政元素，设计课堂活动。如，

在设置兴趣的非正式测评时，依托我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专业实训基地（南水北调渠首的万亩

石榴园），通过挖掘企业的真实工作内容，设置测评情境与任务选项，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

过程中认同学校立足三农，服务乡村振兴的办学定位，厚植知农爱农情怀，了解南阳区域的

特色名片，了解涉农企业职业行为特色与规范。 

2.榜样引领学生价值观 

课堂教学以袁隆平的案例做开篇互动，同时在探索个人兴趣类型环节，以杨利伟、任正

非、屠呦呦、其美多吉、张桂梅、周杰伦六名榜样人物直观对应六种兴趣类型，让学生将

自己的兴趣类型与榜样人物做出关联，获得榜样人物的感召力量，引领学生正向职业价值观

的树立，引导学生在祖国、民族和人民最需要的领域内建功立业，在教学的全过程中渗透、

家国情怀。 

3.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环节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应用全程线上+线下积分奖励机制，调动学生参与课

堂的积极性。教学活动重视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能力，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逻辑思

维，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蕴含丰富思政元素的教学内容提升学生

的生涯希望感、专业认同感、自我效能感，激发学习动机，促进积极行动，助力学生全面

发展。 



4.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课堂教学设置大量的实践活动，如案例分享、分组讨论、情境活动、关联总结等，提升

学生将理论知识科学地应用到实践的能力。多部门联动，拓展课外资源，助力学生在课堂教

学之余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在实践中培养与发展兴趣。有效统合课内外，为学生提供自

主探究和实践的机会与空间，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图 2.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概况图 

（二）教学内容与方法 

教学重点： 

发现个人兴趣倾向，树立主动培养并发展与职业相适应的兴趣的意识。 

重点突破方法： 

1.用好互动留言帖，人人参与，收集榜样人物的职业兴趣； 

2.用好现状评估法、简易（非正式）活动测评法等方法工具帮助学生发现自我兴趣倾向，

应用逻辑分析和榜样引领激发学生； 

3.用好案例分析法、启发式提问、小组讨论协作等教学方法。 

教学难点： 

能够结合自身兴趣倾向，思索职业期望，思考专业学习方向，实现从职业“兴趣”到“志

趣”的转化考虑。 

难点化解方法： 



1.利用“兴趣类型与榜样人物连线”活动直观地引导学生产生职业期待； 

2.利用结合专业特色设计的活动——霍兰德兴趣类型的非正式评估，引导学生在专业领

域内，在服务乡村振兴范畴内思索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目标。 

（三）教学理念 

结合专业（大类）实际，进行课程内容重构和思政元素挖掘，引导学生立足专业，探

索、培养并发展兴趣，关注全程正确职业价值观的有机融入与引导。 

依托 OBE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知识讲解以必需、够用为度，突出

兴趣探索实践、促进思考和行动。 

依托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依据学习的选择性、体验性、主动性、主观性特点，结合学生

的“痛点”“痒点”设计教学，注重知识呈现的“与你有关，对你有用”。 

注重打造“共生课堂”，通过用好“线上+线下”互动手段，充分释放课堂中教师及学

生的集体智慧，让思维碰撞，让教学相长。 

（四）教学创新设计方案 

课前问卷调研分析——发布并完成“兴趣与职业”主题调研问卷，回应学生的关切点

和困惑点，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矛盾话题评议导入——在“选我所爱？爱我所选？”的矛盾情境中调动学习兴趣，激

发学习热情。 

学习新知，突破难点——兴趣的三个层级与转换。通过构建知识模型，结合案例分析，

组织学生围绕专业进行实操仿写，突破本节课的难点，引导学生探寻具有“家国情怀”的志

趣。 

游戏互动，掌握重点——探索个人职业兴趣。依托环游兴趣岛游戏，组织小组讨论，

让学生在深度参与和体验中锻炼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完成自我知识建构。 

组内合作，组间竞赛——探寻职业榜样。在合作与竞争中激发潜能，链接榜样人物和职

业世界，促发感召力量。 

做选择题，解真实惑——兴趣与专业和职业的适配。以做选择的新颖形式，配合紧密结

合专业的情境思考和典型案例，让学生自主做出承诺，要发展兴趣，主动适配职业，平衡好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 

学生输出，作业布置——学生做总结，重难点梳理，以作业促发探索与行动。写出本

专业领域内与兴趣相适应的职业或岗位信息。邀请学生参与实践活动，从中挖掘和发展职业

兴趣。 



图 3.教学创新设计方案流程图 

四、案例特色 

（一）思政融入形式新 

课堂教学结合专业背景，结合知识点需要，以“盐溶于水”的形式，设计蕴含思政元素

的榜样人物、情景案例、活动测评，使整个教学时时有思政融入，处处有思政渗透，却不着

痕迹，体现了课程思政的“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二）教学工具使用新 

设计原创教具，重组课程内容，以有限课堂时间，达成最大化课程收益。“情境模拟下

的非正式兴趣测评”在题干设置中彰显南阳地域特色与我校办学特色，在题目选项中融入涉

农企业工作任务与行为规范；“榜样人物和兴趣类型对对碰”让学生直观感知兴趣异同，并

促发榜样感召力量。 

（三）教学理念方法新 

秉持 OBE教学理念，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注重打造“共生课堂”，通过用好“线上+线

下”互动手段，充分释放课堂中教师及学生的集体智慧，让思维碰撞，让教学相长。采用案

例分析法、小组讨论与分享法、情境游戏法、体验式教学法等多种方法激活课堂，达成教学

目标。 

（四）考核评价模式新 

课程重视综合性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增值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



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手段采集评价数据，采用“多主体多元评价”方式评定成绩，评价

主体包括教师、学生、企业导师。评价内容包括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实践成果和期末考试

等，充分达成“以评促学”“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五、案例反思 

（一）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本案例主要面向我校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学生课堂参与热度高，实施效果好，学生参加

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热情高，其中，农业工程学院学生在校级“职业生涯规划

大赛”中获奖占比高达 40%，2名学生在“河南省首届职业规划大赛”中获得银奖。 

案例所依托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被评为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案例作为主要

参赛内容参与“河南省高校就业创业教师技能大赛”，参赛教师获省赛银奖，获奖视频在河

南省大中专就业创业网站上进行展播。案例作为“新型高素质职业农业培训”的专题内容

被采纳，受益群体覆盖南阳各地区。 

课程贴合我校地方涉农高职院校特色，增强公共课程的专业针对性、实践性和实效性，

在促进学生专业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成效显著。通过分期分阶段开课，联动多部门，

统合课内外，优化资源供给，增加实践拓展，助推构建“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育人大

格局。 

图 4.课程实施学生评价图 



（二）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不足之处： 

本案例在进行课程思政设计时重视紧密贴合校情及专业，使得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

入难度较大，使得思政融入的内容和形式具备专业针对性，却缺乏应对各类院校和专业的通

用性，在应用推广中只可借鉴方法思路，却不适合直接复制应用。 

改进方法： 

通过构建校本思政案例库，制作课程思政案集，降低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的难度，

扩大课程思政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效果。 

通过构建“公共课教师对接专业学院”机制确保教师能持续精细化做好针对某些学院的

公共课课程思政建设。 

 

 

 

 

 

 

 

 

 

 

 

 

 

 

 

 

 

 

 

 

 



附件： 

1. 自制教具——情境模拟下的非正式兴趣测评 

 

 

 

 

 

 

 

 

 

 

 

 

 

 

 

 

 

 

 

 

 

 

 

 

 

 

 

 

 



2.自制教具——榜样人物和兴趣类型对对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