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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目标达成
曾玲

（重庆市铜梁区实验幼儿园  402560）

摘　要：“课程思政”源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起于上海高校思政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探索，兴于 2018 年全国教育大
会的全面推动。当下，“课程思政”已然成为新时代振兴本科教育与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着力点。全国教育系统在中央
和课程思政改革创新的号召与部署下，积极探索，深化行动。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理论内涵，梳理其发展
逻辑，探讨行进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未来优化的行动路向，既是提升“课程思政”学理认识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高校课程
思政改革顺利进行的现实需求。本文专门就课程思政目标达成的具体内容进行实践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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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目标

（一）知识目标
1、通过课程思政，了解各课程中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发

展的背景、内涵和进展，理解把握专业知识与时代发展的关
系，明晰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凝
神聚气、强基固本”的民族共同价值观，强中华民族绵延不
断的文化之基，固中华民族立足自己、贡献人类的厚德之本；
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内在要求。

2、通过课程思政，理解专业知识与家国情怀间的关系。
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和社会调查基础上，解读各专业领域中的
历史性变革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明确中国在各个专业
领域中所作的贡献，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诠释中国文化的
价值，增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清楚中国共产党
在担当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大任的同时，在延续发展和复兴
民族文化使命方面所作的努力，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
力，积极培育学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观。

3、通过课程思政，比较各专业知识和领域在国内外的
进展，加强对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发
展效果的比较研究，理解专业知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
性；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感
受和展望，使学生不但能够感受到现实成就，而且对未来充
满信心，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应然性；把
握马克思主义底色，扎根中国实践，探索中国经验，树立理
论自信，明确社会价值创造和社会定位；清楚正确的中国道
路，理解并讲好中国故事，更加坚定为学懂弄通做实厚植理
论根基，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二）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意识，从内心深处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
道德素养，提升对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并将社
会责任意识内化为实现责任目标的动力；能够倡导并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2、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爱岗
敬业和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理解作为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内化其爱党爱国的情感，践行
爱国主义精神；面对多元价值观和价值标准，能够理性辨析，
自觉强化对民族文化和文化自信的认知，在日常言行中做到

坚定信心、明辨是非和认真践行，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在任何困难和考验面前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

3、强调基于省思基础上的笃信和理论自觉基础上的实
践自觉，拥有为国家学习、为民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守规则、肯担当、会思辨，
坚持自己的理想，为国之崛起而奋斗；能够明确学习目的，
珍惜光阴，刻苦钻研，系统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真正成为
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需要的新时代人才。

二、育人目标

（一）如何做人
通过课程思政，培养学生具备“守规则、肯担当、会思辨”

的公民人格以及“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的人文素养。
1、守规则。遵守秩序和规则，是现代社会公民最基本

的人格素养。大学生应该具备规则意识，成为“守纪律，讲
规矩”的楷模。一切行为围绕规则，始终约束自己的言行举
止。在生活中要遵章守纪、成熟思想；在学习上刻苦努力、
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不断扩大知识视野和专业技能；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适应各种环境的需要，
做到谨本详始、正己守道、行有所止、心有所畏，树立新时
代荣辱观、廉洁观、大局观、服务观和集体观，做新形势下
的复合型人才。

2、肯担当。大学生应该清晰认识自己的不同身份及其
职责与义务，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当学生、为
人子女、做社会公民、担任企业员工，每一个角色和岗位都
有必须承担的义务。大学生应当脚踏实地、团结合作、勇于
尝试、敢于担当、豁达宽容、积极向上；面对困难和考验，
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勇往直前，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满怀信心，深入实践中国道路，为“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3、会思辨。每位大学生应该会思辨，具有理性思维。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和事态，保持清晰冷静的认识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对于万千事物和价值观冲突进行准确、深入、
全面地理解，不断加强自身理论知识的学习，着力学科视野
的综合拓展，理性辨析，不盲从盲信、不人云亦云，不受各
种谣言地挑拨鼓动等，具有价值判断能力和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
度自信。

4、懂家国情怀。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是当代大学生的
基本要求。大学生应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
主义精神，具有对家乡的依恋、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和责任
感，理想崇高、立志报国、知行合一，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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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立足于本职工作，
勇于开拓，争当走进新时代的奋进者、实干者和奉献者，做
“有自信、懂自尊、能自强”的追梦人，奋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

5、有文化自信。大学生应坚持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提升自
身文化素养，坚持文化鉴别基础上的文化认同，践行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行为方式。同时，具有包容文化多
样性的气度和胸怀，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放
眼全球，更加自觉充分吸收先进文化成果，开阔国际眼界，
增进文化自信；并用自己的行动贯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如何做事
通过课程思政，希望大学生能够具备“唯物史观、科

学精神、法治意识、国际视野”的做事准则。
1、用唯物史观认识世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马克

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多元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批判、重释
与重构，弃糟取精，推陈出新，理清科学与愚昧、传统与现
实、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坚持文化鉴别基础上的文化认
同，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来树立文化自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理想崇高、道德
高尚、视野开阔、胸怀国家的时代新人。

2、学会正确辨别是非，具备科学精神。在实践和思维
活动中拥有辩证思维、理性批判事物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牢牢树立和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自身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科视野的
综合拓展，增强视野的宽度和高度，始终保持求真务实、踏
踏实实的科学态度，奉献吃苦和淡泊名利的意志，勇于实践
探索、注重团队协作，努力突破创新和激情昂扬的科学精神。

3、树立正确的法制意识，明确所担任的责任。具有一
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法律意识，能够运用法律维护自
身权益；在培养法制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行为，遵守
当今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成为具有道德素养的人。坚持义
利统一的价值导向，当不同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顾全大局，
先公后私，自觉使个人的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坚持以
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通过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来换取自
己的应得之利。

4、担当文化发展责任，具备国际视野。大学生要具有
包容文化多样性的气度和胸怀，努力学习，放眼全球，批判
地吸收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尽可能通过广泛涉猎和熟
悉世界各国历史、文化、艺术、风俗等来开阔自己的国际视
野，增进文化自信；拥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思维，积
极参与国际化合作交流、通晓国际规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增强文化传播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三）如何担当
1、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家国情怀。深切关爱祖国

的前途和命运，不负时代重托，肩负历史使命，把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通过专业课程的相关内
容学习，使学生将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祖国前途命运统一起来，
将爱国情和强国志融入学习生活中去，滋润自己的精神家园。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力量用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上，建设祖国，报效祖国。

2、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与认同，培养
国家认同。拓展自身的学习领域，注重知识积累，提高思辨

水平，尤其是要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党史、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学习研究，正确判断世界发展趋势；从意
识上将国家认同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培养自我价值与
社会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观，增强自身的国家认同感；并将国
家认同的自我意识付诸于现实的自我行动中去，以具体的实
践践行爱国情、报国志。

3、深入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树立民族自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源泉，通过学习和理解，夯实基础，借此端正自己
的价值立场，形成文化认同，增进文化自信、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挫
折与磨难，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日常生活中继
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自觉遵守和奉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知行合一、行胜于言。

4、不断自我学习，重视文化传承与创新。积极回应时
代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坚定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秉持实践标准和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把握好“守”和
“变”的关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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