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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职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研究需求，

本文结合课程思政目标和课程思政评价指标，综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情怀、职业素养、工匠精神

及文化自信，从学生、教师、教学环境及教育评价四

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综合反映混合式教学模式下

《酒店职业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3 实证分析

3.1 可靠性检验

本研究借助SPSS24.0软件对问卷可靠性进行分

析，并检验测量因子的可信度。一般情况下，若

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大于等于0.9，说明数据可

信度非常高，测量结果非常可靠。本问卷的总体信度

系数α为0.947，大于0.9，说明问卷可靠度较高，可

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

3.2 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于高职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变量的

极小值、极大值、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指标的描述性

统计，如表1所示。《酒店职业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效果Y均值为4.7018，分布较为均匀，说明课程思政

实施效果整体较好；而极大值与极小值相差较大，说

明学生之间的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差距较大。

3.3 实证检验

对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不同影

响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从模型汇总来看，R2为

0.858，接近1，说明该模型的回归拟合效果较好。从

非标准化系数与标准系数来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

生的内隐情感元素、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时

间显著性较低，其余各项X12、X21、X22、X31、X41

自变量显著性较高。在学生因素中，学生的注意能

力、接受能力、实践能力及社交能力等外显综合能力

影响较大；在教师因素中，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

课的能力系数为正且显著性较高；在教学环境因素

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和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的丰富性影响系数较大；在教育评价因素中，评价方

法的合理化程度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2]。

4 结论分析

4.1 学生因素分析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内隐情感因素对课程思

政教学效果影响不显著。研究显示，因思想政治课程

和其他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教育熏陶，学生爱国情怀、

劳动精神、民族自信心及自豪感等内隐情感因素差异

程度较小，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影响不明显。混合

式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外显综合能力对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有正向影响，外显综合能力每增加1分，课程思政

教学效果增加0.355分。基于学情分析，可知学生的

素质基础不同导致学生间的注意能力、接受能力、实

践能力及社交能力存在差异，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

影响较明显[3]。

4.2 教师因素分析

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能力对课程思政

教学效果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显著，教师将思政元素

融入专业课的能力每增加1分，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增

加0.575分。虽然教师每一堂课都有进行课程思政教

育，但学生的思想素养提升进度缓慢，与教师选用的

课程思政形式丰富程度、酒店职业英语课程与思政元

素的匹配程度等教师能力紧密相关。教师将思政元素

融入专业课的时间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影响显著，但

具有负向影响。课程思政教育时间应控制在5分钟为

宜，使课程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自然契合，实现课程

思政的“润物细无声”。

4.3 教学环境因素分析

课堂教学内容是学生进行课程思政学习的载体，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有正

向影响且影响显著，影响系数为0.224。课程思政教

学资源的丰富性是吸引学生接收思政教育的重要因素

之一，教学设计、教学案例、教学网站都属于课程思

政教学资源建设范畴，教师应重点关注课程思政的数

字资源建设，加强教师与学生间的共享和交流[4]。

4.4 教育评价因素分析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和评价方法的合理化程度

均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学生支持打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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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学生”的唯一途径，增加学生、企业专家等教学

评价主体，推动学生积极参与团队讨论、小组协作等

教学活动中，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有效实施。此外，课

程仅采用情景对话和期末笔试两种考核方式，应将形

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融入到课程思政

教育评价体系中，积极发挥课程思政教育评价的导向

和激励作用。评价方法合理化，重点关注学生在职业

素养、爱国情怀、工匠精神及文化自信方面的发展动

态[5]。

5 优化建议

5.1 培养学生内隐情感元素和外显综合能力

首先，加强对学生情感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基础工程。在

课程餐饮服务模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搜索有关我国

饮食礼仪文化、八大菜系及代表菜等内容进行讲解阐

述，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摆放餐

具及点餐服务模块，教师通过介绍中西餐餐具摆放差

异和不同国家点餐服务的操作流程，加强学生对不同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树立文化包容观念。其次，外显

综合能力是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保障。教师可借

助大学慕课、学习通、抖音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重视学生的学习反馈，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5.2 提升教师思政育人的责任意识和教学能力

思政育人意识是教师实施课程思政的前提。高职

院校应通过教师培训、理论学习和企业实践等多种途

径，引导教师意识到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

性，提高研究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内驱力，提升课程

思政教学效果。教师可将任务知识点融入思政，重视

学生酒店行业职业素养的养成，引导学生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助混合式教学方式结合酒店

对客服务案例，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和“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将课程思政和酒店

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教育相交融。

5.3 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

教师应着重挖掘酒店职业英语课程中蕴含的爱国

情怀、国际视野、商道精神、文化自信、法律意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素，打造多维度、多元

化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线上教学资源可以依托超星

学习通平台上的自建资源库，教师应丰富资源库中的

微课、真实案例、酒店资讯、数字教材等内容。线下

资源可以借助AI人工智能开展人机对话闯关训练，提

供沉浸式酒店职业英语学习环境；另外，依托酒店现

代学徒制教学模式开展校外实训，提高学生的对客口

语表达能力。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实现混合

式教学。

5.4 构建多元主体、考核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

评价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控制着教学活动的方向与

进程，是教育评价科学合理灵活的根本保证。教学评

价过程中应将教师、学生及酒店纳入多元教育评价的

主体，共同监控教学过程质量，保障教育评价主体多

层次，并采用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教育评价

方式。在酒店职业英语教学过程中，通过介绍中国饮

食文化、工匠事迹及酒店情景模拟等教学环节培养

学生的职业素养，并采用期末理论考试、情景对话模

拟、案例分析、时政评价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的

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进行全方位客观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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