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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学生受到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更
大，更亟需提升对国外腐朽文化和极端意识的辨识能力。2016
年国家领导人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课堂教学是思
政教育的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正式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这对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方向。以此为起点，

“课堂思政”也逐渐成为提升高校学生文化自信、增强学生国
际竞争力的关键抓手。鉴于此，中国高校教学应充分融入“课
程思政”，实现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扩充教师自我储备、提高
思政融合效果，全面加强课程思政教学的品质和育人效能。

1　“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教学的必要性
1.1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攀升以及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

学生面临着多元化、复杂的环境，使得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社
会观与综合素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专
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断裂教学状况，导致思政教育难以较好
引导学生专业发展[1]。而“课程思政”的引入对于高校专业教学
有着重要作用，可有效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弥合两者断
裂带[2]。“课程思政”的引入，高校可根据学生自身专业进行思
政教学，通过使用未来岗位设定教学环境，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1.2扩充教师自我储备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部分思政教师对于思政教育发展的想法

较为局限，且融合教育意识较为匮乏。然而，“课堂思政”融入高
校教学，意味着高校思政教育体系需重塑，这将对高校教师提出
更高要求[3]。教师需具备良好专业素养以及巨大知识储备，特
别是对学生专业领域的知识，并需对学生就业岗位有一定了解。
基于此，思政教师才可有效融合专业课程与思政教学，旨在准确
达到理想目标。思政教师在助推专业课程与思政教学有机融合过
程中，势必会不断提升自我储备，不断完善自身职业素养，根据
学生专业教学实际情况对思政教学进行改革[4]。同时，为满足
教学需求，思政教师将教学内容与专业知识巧妙融合，助推学生
未来就业，进而使高校思政教育更加高效与专业性。

1.3提高思政融合效果
以往教学模式下，部分学生对于思政教学兴致较小，使得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结合缓慢[5]。究其原因，教师教学模式
较为单一、缺乏创新，这使得学生对于思政教学态度不甚积极。而

“课堂思政”融入高校教学，将有效缓解这一境况，高校通过联结
专业教育与思政课程，使得思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激发学生对
于思政教育的积极性。同时，学生可在专业场景基础上，获取有
利于自身学习、生活发展、职业规划等方面理论指导。另外，“课
堂思政”在高校教学中的有效融合，可锻造学生具有强大职业精
神，拓宽思政教育的渗透力与影响程度。

2　“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教学的现实困境
2.1课程间差异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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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实际应用时，由于其课程覆盖面较为庞
大，使得原有专业课程与思政教学之间融合不够充分[7]。一方
面，各个专业课程教学实际情况与理想状态存在较大差异。随
着各项学科的不断综合、分化，课程教学更多针对教学目标进
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教学人员将更多集中于教学目标
的调整，使得“课堂思政”目标逐步边缘化。由于教学情况
与理想状态存在较大差异，极大冲击“课堂思政”借助课堂教
学培育学生职业素养的目标。另一方面，各专业教学内容复杂
使得思政教学难度加大。各类专业、学科由于领域不同而存在
差异性较大的教学内容，且教学知识、表述均存在较大专业界
限。“课堂思政”融入实际教学中面临极大困难。

2.2教育主体较为分散
长久以来，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之间存在较大断层。课程

思政”融入高校教学需协调学校各主体，不断推动教师将思政与
专业内容有效融合[8 ]。整体来看，“课程思政”教育主体较为
分散。其一，教师对思政教育意识不强。专业课教师长期与学生
进行互动，他们对于课程内容、教学目标的认知将影响学生对于
课程内容的吸纳。然而，部分教师未充分理解思政教育对于学生
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性，忽视思政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其二，教师
对思政教学融合不充分。专业教师对于思政教学内容储备不足，
较难融合思政与专业知识，使得学生对于思政教学的吸收程度较
差。其三，教育主体间协同较差。高校管理层对于思政教学缺少
相应教学方案与实施细则，而教学人员对“课堂思政”教学目标
感知不足，使得“课堂思政”在实际应用过程不够明晰。 2.3育
人体制有待健全

现阶段，高校“课堂思政”融入实际教学中，存在育人
体制缺位的问题[9 ]。一是主体责任不明确。由于“课堂思政”
的应用，涉及到各类主体之间衔接。因高校管理层、教师等人员
在各自领域均有各自职责，“课程思政”的整体规划受各主体工作
任务所限，导致各主体对于各自职责不甚清晰，制约“课堂思政”
的有效推广。二是制度建设效力不足。高校集体备课制度与长效
学习体制存在一定滞后性，亟需进行完善与变革。同时，高校中
合作对话机制较为薄弱，导致教师、学生、管理层间沟通不充足。
高校对于“课堂思政”的保障制度不强，致使思政教育与教学模
式的融合不充分。三是评估制度较为滞后。“课堂思政”建设目标
与现阶段高校教学评估体系不够匹配，限制高校教学评估的稳步
运行。另外，“课堂思政”教学评估主体不明确，缺少相关人员展
开评估，制约高校思政教学程度的分析。

3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教学的方案
3.1协调高校主体间关系
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教育需不断推进“课程思政”

与高校教学的深度融合，切实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与专业素养。
首先，协调思政教学与各专业间关系。由于传统教学模式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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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表现滑稽演员自己的痛苦。歌词更像是滑稽演员本身的
痛苦叙述，在经历了爱情的摧残后，心中无法得到安慰，于是通
过第三人称的方式，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自己内心的伤痛。

艺术歌曲的歌词一旦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那么整首作品
的难度会直线上升，但无论如何，喜剧的精神内核是悲剧，这也
是本首作品的难点所在。歌词表现出的幽默轻松愉悦欢快，背后
无时不刻的都在显示着滑稽演员的痛苦，通过一遍遍的“幽默的
强调Signore... Zitte... Pulcinella è morto! (太太们！安
静！滑稽演员死了！)”来更加突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所在。而这
是歌唱者所需要面临的首要任务，即通过幽默表现痛苦，通过快
乐表现悲伤。歌者能否将滑稽演员的痛苦表现出来，是判断整首
作品表达好坏的重要标准。

歌词的设置更加凸显了本首作品的精妙所在，作曲家并没有
运用华丽的旋律来表现作品本身，通过钢琴小调的旋律与欢快的
节奏，人声半音阶的旋律与欢快的节奏来诠释歌词的黑色幽默与
精神内核。

3 　《滑稽演员死了》演唱情感处理
在分析作品的风格与歌词后，再来看情感处理就会变得容易

许多。首先作为歌者应该把这首作品当作一首咏叹调或者宣叙调
来看待，将自己看作滑稽演员，首先融入角色的内心情感。由
于歌词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滑稽演员的故事，叙述者无论是滑稽演
员本身还是另有其人，在演唱过程中不能将人物情感表现得过于

完满与充分，在演唱过程中更应当“犹抱琵琶半遮面”，将作
品风格与歌词所展现的更加扑朔迷离才对。

其次本首作品对于钢琴与人声在节奏把握方面需要注意的
是，作品本身需要歌者与伴奏进行充分的配合练习，在节奏上按
照谱面所展现的内容进行规整化训练，当双方将整首作品配合好
后，再进行情绪表达，在不破坏艺术歌曲的情况下进行最大程
度的展现“黑色幽默”

最后，Signore... Zitte... Pulcinella è morto! (太太
们！安静！滑稽演员死了！)这句歌词多次出现，随在谱面上没
有看到这句歌词所对应的不同的表情术语，但每一句的诉说却有
着情感微妙的变化，要通过前后的歌词来判断叙述者的内心情感
变化，从而将作品更充分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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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式与现阶段“课程思政”实际应用不够匹配，高校需解决
好各学科与思政教育间关系，将“课程思政”摆在教学育人的
首要地位，有效助推课程与思政建设在教学过程中的协调统一。
其次，明晰“课程思政”教学的主体。在传统理念中，专业
课教师就是“课程思政”的重要主体，需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基
础上对学生展开思政教育。然而，实际“课程思政”运行过
程中，教学主体不仅有专业课教师，亦包含思政教师以及相关
部门。最后，把握教学内容与思政教育间存在的纽带。“课堂
思政”以课堂作为连接专业教育与思政教学的重要关联，可直
接令学生感受到其所蕴含的深刻价值。在“课堂思政”融入教
育过程中，学生可领悟到思政教育所具有的独特作用，积极参
与到思政课堂建设中。

3.2转变高校思政教学理念
基于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高校为有效提升学生综合发展能力

与国际竞争力，应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校需探究“思政”
要素，融入课堂教学中。就原有课堂教学理，教师多是对学生
进行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播。而抛开思政教育课程与人文课程，
多数课程并未将思政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缺少关于思想政治方面
的价值指导。“课程思政”的融入使得教学模式更为合理，将
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有效结合起来，切实提升学生自身涵养与品
质。故而，高校教师应坚守教书育人的教学使命，将自身角色
进行转变。一方面，教师应重视自身素养与境界。教师不仅需
从知识层面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亦应在思想层面感化学生。
另一方面，教师应为学生树立正确观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不断提醒学生保持向上发展的状态，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抱有长
远的视角，不拘泥于眼前小事。

3.3强化育人为本的制度建设
传统教学模式对于学生思政建设存在一定阻碍，使得教师难

以对于学生思想素质得到准确评估。基于教育国际化背景下，
我国高校通过将“课堂思政”融入至各类教学中，建立以育人
为主要目标的制度。其一，校园环境方面。高校应制定相关规
定为学生举办各类红色主题校园活动提供方便，借助活跃的校园
氛围为学生打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其二，课程设置方面。高校

应明晰课程内容、教学模式以及各类课程评价机制，为实现学
生形成完整人格、提升综合素质奠定基础。其三，职业需求方
面。高校应强化与企业、行业、政府的协调合作，明确社会
需求、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为社会培养所需的优秀的人才，切
实提升高校的协同育人体制。

4　结语
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教学仍面临一些问题，亟

需进行优化升级方可提升整体教学质量。因此，面向教育国际化，
高校教学融入“课程思政”成为当前高校进行转型的一大机遇。高
校需协调高校主体间关系、转变高校思政教学理念、强化育人为本
的制度建设，为学生提升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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