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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于北京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表明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需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发展目标，并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遍及全体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实现培养综合性人才的教育方针
[ 1 ]。高校若想全面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就要强化教学

“课程思政”，并且推动思政理论与其他课程融合，以此实现“课

程思政”与其他课程同向同行。进一步而言，“课程思政”的教学

落实需要思政课教师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引导学生切实理解思政

教育的内涵，对于实现高校学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间的联系

1 . 1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理论概述

探讨新形势下思政课教师对于高校“课程思政”中的引领作

用，首先需要明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相关概念。从

字面理解来看，“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仅词序颠倒，但其本

质却并不相同。所谓“思政课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高

校方面直接培养学生政治思想的重要课程。该课程目的是向学生

讲授政治思想、传输马克思主义，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

观念，提升学生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而“课程思政”则是一种

思想观念，注重课程育人的精神引导。“课程思政”的本质是依据

不同课程的显著特征，通过合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教学[2]。

在日常教学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思想理念，进而提升学生思政素

质，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标。

1.2“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间的辩证关系

从哲学角度来看，“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间具有辩证统

一的紧密联系。分别而论，“思政课程”是高校开展思政教育的核

心课程，是直接提升学生思政水平的重要渠道。高校方面通过“思

政课程”教学促进学生提升思想政治水平，进而强化学生的思想

认可、政治认可及发展方向认可，注重提升高校学生的思想境界，

在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起重要引导作用。“课程思政”则是

打破传统教学桎梏，高校合理分配思政教育资源，将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融入课程教学过程当中的各个环节。在课程协同环境下，

共同提升学生思想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课程思政”是

“思政课程”的必要补充，有效扩宽思政课程教学途径，并促使高

校思政教育向深度、广度、力度方面发展[3]。由此可知，二者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下的分化个体，但其本质仍然是思想政治教

育统一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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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政课教师在高校“课程思政”中的重要性

2.1“课程思政”需要思政课教师的引领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曾在全国高校思政教师座谈会中发表论

述，表明高校学习阶段是学生人生中的重要阶段，需要教师的

合理指引，思政课教师则必须肩负此重任。由此可见思政课教

师在教育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在思政课教师本职“思政课

程”开展过程当中，教师需要传授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肩

负强化新形势下人才思想培育的重要使命。由此看来，“课程

思政”在多个课堂中实现马克思思想教育、爱国教育的目标，

与“思政课程”的根本目标相同。如此，思政课教师不单需要在

“思政课程”中充分肩负育人责任，亦需要在落实“课程思政”方

面担当引领者角色。因此，思政课教师在“课程思政”方面具有

重要引导作用，而课程思政”亦难以脱离思政课教师的引领。

2.2“课程思政”需要思政课教师的主动引导

思政课驾驶需要在思政教育开展过程当中，牢记教育使命，

将党“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贯彻执行。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亦

要不断主动学习，强化自身的思政政治水平，继而主动担当引领

者角色。特别是在重大问题面前，需要坚定党的教育理念，作出

合理的政治判断。并且，在具体开展过程当中要融入自身感情，例

如在爱国教育方面，需要将自身对于祖国的热爱表达出来，进而

感染、影响他人。除此以外，需要思政课教师与时俱进，不断革

新教学方式，促使思政教学更加契合现代化需求。也正是思政课

教师具有主动引导的积极心态，在“课程思政”中主动担当引领

责任，方能促进思政教育价值完全发挥。

3 思政课教师在高校“课程思政”中的引领作用分析

3.1 思想引领：拥有坚定的发展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中阐述，“信念是做好

一件事的基础，只有信念坚定才能不畏风雨，为实现目标坚持奋

斗”。高校“课程思政”即是注重在教学过程中的思想引导，需要

全体教师合理将信念坚定的教育思想传输给学生。因此，需要高

校教师思想素质具有一定水平。然而在现实教学体系当中，除去

思政课教师以外的其他专业教师思想政治水平尚不能满足“课程

思政”教学要求，而提升其他专业教师的思政教学水平，就需要

思政课教师发挥引领作用，通过交流及教学指导强化其思想教育

水平。促使任课教师均具有信念坚定的思想素质，进而在培育学

生过程中合理融入这种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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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理论引领：奠定“课程思政”开展基础

民族想要进步，就需要不断革新理论思维。思政课教师需要

需要利用好工作交流渠道、教学平台等各种介质，引领其他专业

教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融入到其他

任课教师的思想中，持续提升思想素质水平。引导其他教师树立

内心思想信仰，始终保持思想理论处于清醒状态，继而奠定“课

程思政”的开展基础。最后，在马克思思想主义理论引导下，充

分结合所任课程专业表征，针对性设计教学活动并适当实施思想

政治教育，实现政治思想全面教学。

3.3品质引领：塑造良好的人格魅力

思政课教师对于学生的思政水平影响极为重要，而思政课教

师的人格魅力则是决定思政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思政课教

师在教学过程当中，不仅要传授思政教育的理论知识，亦要充分

利用自身的思想价值观予以学生人格熏陶，发挥自身品质引领作

用，用人格魅力影响学生提升自身思想政治水平。在“课程思政”

思想引导下，不仅思政课教师需要由较高的人格魅力与正确价值

观，其他教师也应当具备。由此，思政课教师也需要充分利用自

身的思想教育水平，引领其他任课教师发现自身思想素质方面的

缺陷，进而不断完善、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及人格魅力，用人格魅

力感染学生。

3.4政治引领：掌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高校课程开展的核心本质即是解决当前社会、企业对于人才

的需求问题。而引导学生向什么方向发展，则是至关重要的核心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此作出重要指示，指明国内高校发展及

实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政课教师不仅需要自

身强化政治思想、政治站位及政治判断等，也需要在教学过程

中引领其他教师、学生掌握正确的发展方向。严格来说。则是

引领教师、学生坚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方向。如

此，方能全面推动高校中具有一致的思想政治水平，实现开展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3.5能力引领：力度强化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政课教师教育

能力发表重要论述。阐明“思政课教师是一份光荣职业，全体教

师应当爱惜这份光荣，在教学过程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

身职业能力。”思政教师需要明晰自身职业的重要性以及肩负的社

会责任，不断学习完善自身。与此同时，思政课教师也需要注重

带领其他专业教师思政能力提升，特别是思想素质以及政治素质

两个方面。若想实现能力引领，就需要教师持续强化自身的综合

素质，包括积极向上等心态调节能力。

4  结语

“课程思政”的落实与建设，与国内高校思想教育紧密联

系，更与教育强国建设密切相关。因此，探析思政课教师对于

“课程思政”的引导作用，对于高校建设“课程思政”而言

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思政课教师发挥自身在

多方面的引导作用，亦需要其他教师进行积极配合。通过各部

门协同配合促使思政教育与其他课程结合，并在相辅相成基础上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质量教学人才，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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