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Vol. 6 No. 11 2023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研究
刘　浩

（大连交通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8）

摘要：课程思政的核心是把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

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让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同行，

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进一步提高学生道德素养。高校要积极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做好思政教育顶层设计，明确思政教育职责；思

政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校风学风，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打造新媒体思政教育阵地，传递社会正能量，提高思政教育质量；

组织课程思政培训，督促专业课教师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促进思政教育和专业课教学的深度融合；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

生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精神，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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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西方文化大量涌入

国内，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了冲击，导致他们

出现了崇洋媚外、否定传统文化等问题，再加上短视频、网络游

戏等的冲击，导致大学生出现了网络成瘾、沉迷享乐等问题。为

了端正大学生三观、提高他们道德素养，高校要积极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文化，

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学生辩证看待西方文化，增强他们

文化自信，督促各个专业教师渗透思政教育，让学生在学习专业

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提高他们职业道德素养，进一步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一、新时代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营造良好校风学风

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督促高校转变思政教育工作理念，联合

党支部、团支部、辅导员、学生处、专业课教师和思政教育等开

展思政教育，整合优质思政教育资源，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进

一步弘扬校风校训，营造勤奋好学、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良好

校园风气，从而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同时，课程思政建设

有利于整顿高校学风，弘扬中国科研人员、航天人员先进事迹，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科研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树

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从而营造良好学风，提高学校教育教学

水平。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随着高校近几年持续扩招，大学生就业形势也日益严峻，良

好职业道德素养有利于帮助大学生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帮

助他们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高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进一步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从而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同时，

高校要督促专业课教师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例如渗

透工匠精神、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团队协作和科学求

实精神，从而提高他们就业竞争力，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高校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文化，营造“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氛围，

提高大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让他们自觉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侵

蚀，增强他们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同时，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

丰富高校专业课教学内容，促进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焦旭、社会实

践的融合，弘扬精益求精、吃苦耐劳和积极创新的职业道德素养，

为学生树立良好职业榜样，培养他们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和甘于

奉献等良好职业道德，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四）有利于构建“三全育人”模式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协

同育人模式的重要基础。因此，高校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整合学校各个部门、各门课程开展思政教育，一方面学校要抓好

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积极学习思政教育技能，培养“四有好

教师”，让他们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另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开

设第二课堂，把非遗、工匠精神等融入第二课堂教学中，邀请企

业专家参与教学，有利于加快构建“三全育人”模式，提高思政

教育和育人质量。

二、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一）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不太合理

随着立德树人教育理念进一步深化，高校越来越重视课程思

政建设，但是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不太合理，没有把立德树人

和课程思政理念衔接起来，对思政教育资源利用不太合理，影响

了思政教育推进。此外，高校课程思政体系中没有明确党支部、

团支部、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教育职责，不同部门之间、

教师之间缺少合作，难以有效推进课程思政教育，导致课程思政

建设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育人优势。

（二）专业课思政教育进展不顺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教师意识到了思政教育的重要

性，开始在专业课中渗透思政教育，但是对专业课思政元素挖掘

不够深入，思政元素融入比较生硬，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影

响了思政教育和专业课教学的衔接。部分专业课教师以专业知识

讲解、实训教学为主，思政教育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把思政教育

融入实训中，缺少工匠精神、劳动教育，不利于学生良好职业道

德素养培养。

（三）缺少新媒体思政教育“阵地”

“互联网 +”时代下，很多高校都开通了微博、抖音、微信

公众号，但还是以发布学校学科建设、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和校

园活动为主，课程思政只占据了很少的内容，并且多以转发时政

新闻、学校思政教育文章和图片为主，忽略了制作课程思政宣传

短视频，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此外，学校忽略了利用新媒体宣

传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非遗，导致思政教育缺乏吸引力和亲和力，

也忽略了和学生在新媒体平台思政教育专栏进行互动，影响了课

程思政育人质量。

（四）思政教育实践活动比较单一

新时代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以理论为主，依然把思政课作为

“主阵地”。缺少相关实践活动做支撑，难以激发学生学习与参

与兴趣，课程思政建设缓慢。很多学校课程思政以思政课教学、

专业课思政教育案例评选为主，重大节日组织红歌比赛、参观烈

士陵园，忽略了定期组织公益服务活动、劳动实践活动，单一的

思政教育实践活动缺乏活力，难以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影响了

他们道德素养发展。

三、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实现路径

（一）做好课程思政顶层设计，明确教育职责

高校要积极应对新时代挑战，立足本校办学理念、专业特色

和人才培养目标，做好课程思政顶层设计，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原则、实施路径，并明确学校各个部门、教师肩负的思政教育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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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政教育落实到个人，完善“三全育人”模式。首先，学校要

建立课程思政建设联动机制，明确学校团支部、党支部、学生处、

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职责，统筹学校各个部

门资源，优化思政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不同部门、教师之间的合作，

营造良好思政教育氛围。例如各个学院团支部、辅导员和学生处

可以联合制定红色文化教育方案，组织学生观看《常津湖》电影，

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让学生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厚植

他们家国情怀，丰富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其次，学校还要明确思

政教育在专业课教学评价、学生学分评价中的标准，进一步把思

政教育融入专业课教学、教师专业能力评价和学生评价中，增强

师生对思政教育的重视，进一步完善思政教育体系。例如学校可

以把职业道德素养、创新能力、爱国情怀、团队精神等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中，把科研能力、师德师风纳入教师绩效评价体系中，

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二）思政教育融入校园文化，营造良好校园风气

高校要拓宽思政教育渠道，稳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政

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营造良好校风学风，激发学生积极情感，塑造他们健

全人格。第一，高校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展现传

统文化深厚历史底蕴，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他们的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例如学校可以通过教学楼走廊悬挂山水

画、书法作品，介绍历史悠久的国画历史、书法历史，打造书香校园，

弘扬传统艺术，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国画和书法艺术，增强他们的

文化自信，还可以定期举办非遗艺术品展览，展出瓷器、刺绣和

印章等作品，介绍巧夺天工、精益求精的艺术品，提高学生审美

能力和人文素养，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第二，学校可以利

用宣传栏、校园广播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广“七一勋章”

获得者先进事迹、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先进事迹，进一步弘扬社会

正能量，端正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学校宣传栏可以宣传“七一

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黄文秀先进事迹，她研究生毕

业后放弃北京优渥工作，选择回到家乡广西百色市，成为一名驻

村干部，她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不幸因公牺牲，这种无私奉献、

心系百姓的精神值得大学生学习。思政教育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注入了活力，有利于弘扬社会正能量，整顿校园风气，推动课程

思政建设。

（三）打造思政教育新媒体阵地，提高育人质量

“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要利用新媒体平台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一方面可以搜集抖音、微博、B 站等平台国内外时政新闻、

时代楷模先进事迹等素材，丰富思政教育内容，让课程思政建设

更加接地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思政教育，积极

与学生进行互动，发挥思政教育价值引领作用，提高学生道德素

养。例如教师可以在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神舟十六号、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射视频，展现一代代航天人攻克西方技术

封锁、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更要展现年轻航天人对航天精神的

继承与发展，激励学生积极投身科研事业，让他们树立报效祖国

的远大志向。此外，学校还要做好网络舆情监管，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监测学生在各大社交平台留言、在校园论坛发布的留言等，

及时阻断不良信息传播。例如学校可以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平台

发布文明上网倡议书，呼吁学生遵守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严禁

散布网络谣言、他人隐私信息，让他们远离“网络键盘侠”，增

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发挥出新媒体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优势，提

高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四）开展课程思政培训，提高教师思政教育能力

首先，高校要积极组织课程思政主题培训，提升各个专业教

师、辅导员、团支部工作人员思政教育能力，丰富课程思政建设

主体，不断拓宽思政教育渠道。例如学校可以组织线上线下培训，

组织教师线上观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讲座，让他们了解新时期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必要性、原则、实现路径，增强他们对思政教育

的重视，鼓励他们联合开展思政教育，整合校内优质思政教育资源，

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其次，学校要组织

专业课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培训，鼓励他们深入挖掘专业课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让他们打造思政教育金课，凸显课程育人目标，实

现专业知识教学和课程思政建设的双赢。例如各个专业教师要积

极编写思政教育案例、拍摄视频资料，把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知识、

实训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意识到思政教育对专业课学习、未来

就业的重要性，不断丰富思政教育素材，提升专业课教学质量，

从而推动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五）积极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劳动精神

高校要积极开展劳动教育，关注学生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

劳动技能培养，组织校内校外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吃苦

耐劳、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团队协作精神，为他们未来就业奠

定良好基础，提高课程思政育人质量。第一，学校可以利用校内

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基地开展劳动教育，由专业课教师、企业导

师创设岗位劳动情境，设计岗位劳动任务，让学生提前熟悉工作

岗位职能、岗位技能标准，从而端正他们的就业观和劳动观，让

他们尊重一线劳动者、珍惜他人劳动成果，进一步培养他们扎根

劳动一线、热爱劳动岗位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提高劳动教育质

量。第二，学校要定期组织学生参与公益活动，让他们参与社区

志愿者活动、交通志愿者活动，让他们跟随社区义工开展工作，

让他们指导社区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收发快递，关爱社区留守儿

童，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同时，学生可以跟随交警学习交通法规，

协助他们维护交通秩序、督促车辆礼让行人，为文明城市建设贡

献一份力量，提高个人道德素养。

四、结语

总之，高校要积极应对新时代挑战，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立足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引

导党支部、团支部、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老师联合开展思

政教育，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营造良好育人氛围，把思政教育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

步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同时，高校还要打造新媒体

课程思政教育平台，推送社会正能量新闻，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开展劳动教育活动，提高学生劳动技能和劳动精神，全面提高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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