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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课程思政教学的思考
魏晓军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指导之下，各院校逐渐在课程体系中融入了思政元素开展教学，

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诚实守信、创新意识等思想，在推动课程思政发展的过程中，各教师应当先以自身为

出发点，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在教学过程中加强教学设计、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全方位、全过程、

全角度的育人模式。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在”三全育人”理念下的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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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便已经着重强调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近年来，该理念也逐渐成为众多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尤其是

当面对高中阶段的学生时，由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普遍思想比较活

跃，且均已经拥有了自主意识，因此，在对高中阶段的课程思政

教学中，各教师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而“三全育人”理念的出现，

显然为众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打开了新的思路，重新复苏了目前

比较枯竭的局面，为课程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三全育人”概述

所谓“三全育人”其实主要包含有三面的内容：一则为全

员育人，简而言之，需要众教师承担起德育教学的重任，并能

够将德育教育与专业课程相结合；二则为全程育人，所谓全程，

便是要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中，需

要从入学到毕业，根据学生不同的阶段的心态给予针对性的思

政教育；三则为全方位育人，需要为学生创建一个涵有专业知

识学习、思政学习等的德育平台，以便为学生打造宽广的德育

教育空间。整体、协同、实操等均是“三全育人”的代名词，

更是新时代下各院校开展思政教育的引导方向。

二、目前思政教育现状

（一）孤立性

在课程思政教育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莫过于思政教育与

其他课程未做到有效衔接。大多数高校的思政教育几乎都是自

成一体的形式存在，教师进行德育教育时，主要在思想政治课

程中体现较多，在其他课程中却极为少见，导致思政课程几乎

成为德育的一座“孤岛”，教学方式比较模式化，导致德育教

育成效并不是很理想。

（二）形式化。

根据目前的思政教育情况来看，大多数的教育形式和监管

力度都过于形式化。无论是在教师的教学方法方面还是学生的

参与情况方面几乎都属于强势灌输，致使学生出现学习疲劳的

情况，再加上如今的学习渠道较多，学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信

息接触到很多校园内没有的内容，导致学生无法以正确的心态

面对课程思政教学。

三、“三全育人”理念下课程思政教学策略

（一）提升对“三全育人”的认识，加强育人队伍建设

1. 强化专业课程教师的德育意识

要想有效实施“三全育人”理念，首先需要各专业教师能

够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爱国情怀，只有教师拥有一颗正确的

思想、拥有一颗爱国之心才能对学生予以正确的引导，若教师

自身没有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更何谈正确引导学生，因此，教

师必须要做到严于律己，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另外，既

然是“育人”，众教师便应当对自己的岗位职责有一个明确的

认知，并能够深知专业课程教育与育人工作之前存在着相辅相

成的密切联系。

2. 专业课教师需要终身学习思政

思政学习是一个终身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政环境

也在随之变化，因此，各院校应当加强在思政方面的学习，更

要将其看做为需要终身学习的任务，才能使自己的政治素养与

时俱进，不断地得到升华，同时，还能在提升自身思政理论水

平的过程中，使自己的专业教学水平得到提高。

（二）注重思想品德教育与专业课的有效衔接

在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如何、价值观如何与国家建设、民族

复兴均有着密不可分的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是否能够得以顺利实现。而作为教师，不仅有传授理

论知识和技能的义务，更担负着培养学生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

重要责任。因此，各科教师在进行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

要将各自专业的发展历程、技术进步使都能够讲述给学生听，

使学生能够通过对前辈心血历程的了解，让学生心中能够拥有

一颗富强民族、振兴祖国之心。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

当注重思想品德教育与专业课之间的有效衔接，作为教师要做

到坚持从规范自身做起，使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得到不断升华。

（三）不断更新推进思政教育的方式

1. 将“灌输”转变为“渗透”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学生的思想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现如今的高校课堂中，大多以 00 后为主，00 后学

生的思维模式远比 90 后的思维模式更加新潮、跳脱，因此，若

对此类学生依旧按照“唠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开展教学，必

然会使很多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和厌烦心态。因此，教师在进行

课程思政教学的过程中，定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思路，并

准确找到能够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有效衔接点，比如当讲

解国际发展现状的相关内容时，可以先组织学生针对我国近年

来的重大变化展开讨论，这样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还做到了在不经意间达到了渗透的教育目的。

2. 将“固化”转变为“灵活”

在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中主要以讲解、说教的方式进行，

但是这种说教的教育形式早已不适用于当代的学生教学过程。

因此，众教师应当转变固有的思政教育模式，积极创新教学模式，

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注意力，或是在实践课程中

不断渗透匠人精神，或者也可以在组织学生开展人文活动的过

程中，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能够促使课程思政教育得

到高效开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虽然课程思政教育从正式实施以来到现在时间

不长，但是在广大教师及众高校的努力下，其发展之势一直居

高不下。然而，该课程毕竟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且又

属于一种新兴事物，因此，还需要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严格遵

循“三全育人”的相关理念，并对教学模式不断探索和创新，

如此才能使各科的思政教育功能得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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