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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笔者针对本校2018级园林专业、2019级园
林专业、2020级园林专业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
卷形式，研究数据来自“中职学校《园林设计基础》
课程思政探究与实践”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了150份
调查问卷，回收调查问卷142份，回收率约为93.67％。
扣除部分无效的调查问卷，实际真正能用到的问卷数
为140份，有效利用率为90.67％。教师发放20份调查问
卷，回收调查问卷20份，回收率为100％，有效利用率
为100％。同时还对专业教师进行访谈，目的在于通过
与学科教师的交流和深层次的讨论，深入掌握思政教
育如何渗透在专业课程教学中，为后续课程思政的开
发设计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一、学生数据分析

图1中职学校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度

想要学生重视课程思政，首先要让他们清楚地知
道什么是课程思政，深刻地认识到课程思政对他们职
业道德的作用。

从图1可以看出，对于课程思政的任职情况，在被
调查的学生中有60.7％的人表示“没听说过”，占了
绝大部分，18.6％的人表示“不太了解”，只有17.8％
的调查者表示“比较了解”，2.9％的人表示“非常了
解”。通过调查总的看来，中职学校园林专业学生对
于课程思政的认知程度非常不乐观。

同时为了课题的展开进行了更深一层次的挖掘，
设置了问题“7.您认为中职学校学生引入课程思政”和
“11.您认为课程思政对中职学生将来的职业道路发展
所起的作用”来进一步调查了解中职学校学生关于课
程思政对将来职业道德发展的重要性的认知情况，结
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58.5％的学生认为中职
学校学生引入课程思政是必不可少的，29％的学生认
为课程思政对于中职学校的学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94％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对中职学生将来的职业道路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师数据分析
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既是文化知识的继承

者又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对学生来说，他又成了个
性的塑造者、人生的指引者和智力的开发者。现将中
职学校教师课程思政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如

摘要：《园林设计基础》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学科，将本课程深入思政教育，
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同时也为将来从事园林行业的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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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职学校学生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知调查结果

题目 题项 样本数（人） 占比（%）

您认为中职学校学生引入课程思政

必不可少 83 58.5

比较重要 41 29.0

可有可无 18 12.5

毫无意义 0 0

您认为课程思政对中职学生将来的职业

道路发展所起的作用

非常重要 69 48.5

比较重要 65 45.5

微乎其微 5 4

毫无作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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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所示。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高达73.4％的教师不太

了解课程思政，所以说在中职学校对于课程思政这块
还没有做任何的要求。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有89.4％的
教师会主动渗透思政元素，这个问题我跟个别老师也
进行了沟通，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目标中有一个情感
目标，所以渗透的也就是一个点，为了完成这一教学
任务。对于园林专业课知识中引入思政元素后有69.1％
的教师明显感觉到了学生听课状态的改变，变得非常
好。最后有72.3％的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对于中职学校技
能型人才培养有着较高的作用，只有1.1％的教师觉得
作用不大。通过上表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职学校教师

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还是普遍认同的。
三、结语
园林设计基础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们将来的发

展，经济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对人才的技能和职业道德
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专业课程中加强思政教育就
显得格外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国家最新要求
的技术型人才。以上调查数据和访谈结果也是课程思政
开发的基础，并且进一步论证了“《园林设计基础》课
程思政的探究与实践”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林业学校）

表2　中职学校教师课程思政相关问题调查结果

题目 题项 样本数（人） 占比（%）

请问您知道什么是课程思政吗

非常了解 1 7.4

比较了解 4 19.1

不太了解 13 63.8

没听说过 2 9.7

请问授课过程中您是否渗透思政元素

非常多 1 6.4

一般 8 38.3

较少 9 44.7

从不 2 10.6

请问对于知识点引入思政元素后学生的

听课状态

非常好 14 69.1

还可以 4 18.1

一般 3 12.8

不好 0 0

请问您认为课程思政对于中职学校技能

型人才培养的作用

较高 14 72.3

一般 5 24.5

较低 0 0

说不清楚 1 2.2

神和探索精神就能构建自己的科学知识网络，为初高
中的理科学历打下基础。

四、结语
科学学科的学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道路漫

长且困难重重。小学阶段属于整个学习过程的基础阶
段，不用面临很大的应试教育压力，因此教学的重点
应当着眼于对学生们兴趣的培养和基本常识的引导方
面，让他们明白科学探究存在于生活的每个环节，激
发他们强大的求知欲望。现在“科学探究”的学习方
法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教学方向，它也是行之有效的，
最符合学习规律的教学方法。相信通过不断实践和不

断完善，“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一定能取得
耀眼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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