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7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高职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养探析

易志军 李 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酒泉 735000）

【摘 要】 本文从“课程思政”实施中存在认知和理解不到位、育人目标不精准、教学案例积累少、“课程思政”元
素开发不足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角度入手，调查分析了影响高职教师实施“课程思政”能力因素、负面表
现和原因，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化“课程思政”新理念、加强“课程思政”育人能力培训、提升“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育人元素开发能力、健全评价体系等措施，以期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水平，更好地完成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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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调查

1.1 对“课程思政”内涵的认知度
对“课程思政”内涵的认知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专业课教师实施“课程思政”积极的强弱。通过问卷调

查显示，对“课程思政”内涵了解程度“很了解，有过

专门研究”的占 11.3%，“比较了解”的占 49.6%，合计

共 60.9%，“了解不多和不太了解”占 39.1%；认为实

施“课程思政”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的有效结合”的占 42.8%，“实现立德树人目标，实现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占 54.1%，“增加专业

课老师负担，实际并没什么用处”的占 3.1%。调查结果

表明，部分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还不到位，

个别专业课教师甚至还存在理解或认识上的偏离。

1.2 “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出教

师实施“课程思政”能力。调查显示，“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中，确定“课程思政”教育目标难易度为：A.容

易，比例为 44.3%，B.难，比例为 24.9%，C.吃不准，

比例为 30.8%；教案中设计了思政教育内容的占总教案

数的比例为：A.约 1/4占 38.4%、约 1/2占 32.6%、约

3/4占 20.2%、100%占 8.8%；教师精心设计“课程思政”

教案占有“课程思政”教案的比例分别为：A.约 1/4占

35.5%、B. 约 1/2 占 37.4%、C. 约 3/4 占 18.0%、D100%

占 9.1%。调查数据显示，教师确定“课程思政”育人目

标有问题的占 55.7%（其中认为“难”的 24.9%，认为

“吃不准”的 30.8%），说明教师实施“课程思政”的能

力急待提高。在教案中设计了思政教育内容的占教案总

数的比例在一半以下的高达 71%，通过加权法计算，有

“课程思政”设计教案的平均数只达到了 30%，显示出教

师“课程思政”内容的数量积累有限，说明实施能力明显

不足。在“课程思政”教案中通过主观努力精心设计了

“课程思政”内容的只占 27.1%，显示出精品不多，老师

对自己教案设计的满意度偏低，侧面表现出能力的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精神指引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就“为谁培养

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2014年起，上海市在高校探索实施“课程思政”，针对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系列”选修课程、综合素养课程

和专业教育课程的不同属性，分类厘清各自功能定位，

突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地位。为引导大学生正确

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

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四个正确认

识”，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四个自信”，倡导所有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与专业

优势，在所有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突出综合素养课程

和专业课程教学的育人导向，促使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

育同频共振，更好彰显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的育人

价值。2016年 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课程思政”进行了科学概括和集中阐

述，提出了“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要求。强调“要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自此，“课程思政”

在各高校的实施遍地开花，如火如荼。2020年 5月 28

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的通知，对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如何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提出了明确的和具体的要求，对高校做好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确立了指导方针。

目前，高职院校由原来部分课程试行“课程思政”，

已进入到全面覆盖所有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阶段。

但在实际教学实践中，专业课教师也遇到了开展“课程

思政”的困难，影响了“课程思政”的育人质量。究其

原因，专业课教师实施“课程思政”能力不足是最重要

的因素。因此，提高“课程思政”育人质量的关键因素

在于如何提升专业课教师实施“课程思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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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实施“课程思政”，教学过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最主

要环节，其实施策略以及过程、效果直接关系到育人的

成败。调查结果表明，教师教学实践中引入“课程思政”

元素效果情况为：A.很好地融入课程教学，效果优良比
例占 65.7%；B.牵强附会，效果一般的比例占 23.2%；
C.生搬硬套，效果不好，比例占 6.7%；D.没有任何头
绪，不知如何开展，比例占 4.4%，说明“课程思政”育
人元素开发和运用效果还不完全尽如人意，有待于加快

提高“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积累。调查教师“课程

思政”教学过程中，认为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是：A.约
1/4 占 27.3%；B. 约 1/2 占 42.4%；C. 约 3/4 占 22.0%；

D.100%占 8.4%，反映出“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距离
理想状态尚有一定差距，“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有待提

升，也说明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急需提高。

2  影响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因素分析

教师在“课程思政”教育实践活动中起着主导性作

用，其“课程思政”能力强弱直接关系到“课程思政”

的教育效果。调查分析，影响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的主要因素有对“课程思政”的态度和重视程度、“课

程思政”理论水平、“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力、“课程

思政”教学实施能力等。其负面表现和原因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影响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因素的负面表现和原因分析

序号
影响教师“课程

思政”能力因素
负面表现 原因分析

1
教师对“课程思

政”的态度和重

视程度

①“课程思政”走走形式，做做样子；

②教学中随意讲一些政治内容；

③“课程思政”偶尔在教学中尝试；

④只传授知识没有“价值引领”；

⑤教案中应付，教学实践中没有落实等

①认为育人是思政课老师的事，没有深刻理

解“课程思政”重大意义；

②认为学生对思政内容也不感兴趣，“课程

思政”自添乱烦恼；

③认为“课程思政”会耽误学生掌握知识和

学会技能的时间等

2
教师对“课程思

政”的认知水平

①课程教案中有“课程思政”目标但不明

确；

②教案中没有具体的设计内容；

③教学实施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目的；

④“价值引领”效果不明显

①对“课程思政”的内涵及内涵一知半解或

不清楚；

②没有深刻透彻理解“课程思政”目标、目

的和重大意义；

③没有挖掘积累足够数量的“课程思政”元

素，做不到和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

3
教师的“课程思

政”理论水平

①讲专业理论知识滔滔不绝，涉及思政理论

磕磕绊绊，表述不清；

②课程教案中有；教案中有“课程思政”目

标和内容的设计，但定位不准确；

③教学实施“价值引领”效果一般，没有实

现立德树人目的

①专业课教师的主要精力用于钻研学科理

论，对思政理论的深度、广度积累不够或原

理不清；

②教师知识积累的广度、深度有限，难以准

确运用恰当的思政元素；

③概括、总结、归纳能力有限

4
教师 “课程思政”
的教学设计能力

①“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设计不准确；

②“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不完善；

③“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和手段设计不尽合理；

④“课程思政”教学策略设计欠佳等

①对“课程思政”目标定位不准确，或高或

低或不合适的情况并存；

②“课程思政”内容难易度、适宜性不合理；

③“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手段与目标、内

容、学情不匹配；

④“课程思政”教学策略没有科学性

5
教师的“课程思

政” 教 学 实 施 
能力

①“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环节无章法，实施

随意、不规范，内容不能紧扣设计；

②“课程思政”组织教学凌乱、应变能力弱；

③“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的方法、手段等运

用不符合教学设计；

④不能较好地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①执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能力不足；

②因情景的变换，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两张

皮，没有贯彻原设计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③设计的教学策略和实际教学策略不符；

④为“思政”而思政，没有做到价值引领；

⑤ “课程思政”教学总结和反思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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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3.1 强化教师牢固树立“课程思政”思想
随着国家安全面临的危机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危

险，高校全面推行“课程思政”全覆盖、推进“三教改

革”进程、构建“三全育人”体制机制刻不容缓。因此，

必须教育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课程思政”新的思想理

念，实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的育人目标。为了进一步强化教师“课程思政”育人理

念，学校通过讲座、座谈会、谈心、交流学习等多种方

式，促进教师转变观念，更好地做好“课程思政”的实

施工作。

3.2 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育人能力培训
高职院校在党委层面应高度重视“课程思政”的实

施，通过制度化的培训。强化教师“课程思政”意识的

培养和新理念培训，采取分批分层次分专业大类，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对教师进行“课程思政”

理论知识培训，提高教师“课程思政”理论水平。要面

对新目标新任务析要求，对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技能培训，重点是“课程思政”的目标设计、“课程思政”

教学方法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设计以及实施“课

程思政”设计的执行能力培训等。

3.3 加强“课程思政”育人元素开发能力培养
“课程思政”的要义是传授知识、技能训练与引领价

值有机融合，其关键是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故此，围绕育人目标培育教师开发适合

于本课程的“课程思政”育人元素至关重要。具体开发

方法如图 1所示。

3.4 教育引导教师加强“课程思政”能力的自我
培养

持续提高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其内在的因素是

教师自己。教师自身只有提高“课程思政”理论水平，

才有能力准确地把握好“课程思政”育人内容，实现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学校要充分采取各种激励措施，

鼓励教师积极利用业余时间专门进行“课程思政”理论

学习和充电。由于非思政教师的非思政专业性、时间资

源的有限性等元素，做不到对思政理论进行全面的深入

学习，所以可以采取归类归纳、经验分类等方法对“课程

思政”理论进行分类重点学习。如果确实精力有限，可以

直接学习和借鉴“课程思政”资源库中的“课程思政”元

素资源，活学活用，起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事半功倍

的效果。教师也要增强自身“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力和

执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力的提高，做到传授知识要

严谨，价值引领更要严谨。

3.5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要以“课程思政”标准、育人

效果为依据，建立科学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评价体

系、课堂效果评价体系、育人效果评价体系。同时建立

“课程思政”实施激励机制，以推动“课程思政”的不断

深入和全面覆盖，使“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价值引

领等隐性育人人因素越来越显现，使高校立德树立人的

根本任务全面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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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思政”元素开发方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