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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初探 
朱亚潇  董礼芬 

（黄冈师范学院  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课程思政是新时期“大思政”背景下的创新教育理念。自提出以来，高校便首先成为了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理论的主阵地。

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所折射出的大思政观，对高中的教学工作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现阶段，我国高中教学在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中

存在着缺乏社会认同感、传统教学模式难以突破、缺乏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问题，需要通过提升各界对于课程思政的认同度，创新

学科教学方式，以及创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等途径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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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与创新，

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关系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质量[1]。然而，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高中教育的“育人”功能多仅发生在思想政治

理论课之中，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落实常常要为高考“让路”，实

施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高中作为学生树立与形成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各个学科课程所应发挥的“育人”作用责

无旁贷，其“课程思政”的育人力量不可小觑。为响应党中央的号

召，统筹推进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必须着力构建高中

课程思政教学的创新发展路径。 

一、高中课程思政建设的可行性 

课程思政的建设不仅能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性

人才，而且有利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当

前，高中课程思政的建设具有理论支撑和现实借鉴，实施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 

一方面，国家的教育理论具有引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并提出了“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的教育理念[2]。这就要求不能把学校教育的育人功能只单

纯地当作思政课和思政课教师的事情，学校的各类课程教学都应该

与思政课程同力前行，以充分发挥出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功能。高

中与大学的衔接最为密切，这一教育理念便给高中的课程思政建设

提供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现实借鉴价值。自 2014

年上海高校率先推行课程思政改革以来[3]，全国高校的课程思政建

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顶层设计”到“选树示范”，从

“强建队伍”到“机制建构”，无论是“上海经验”，还是“高校

经验”，都为全国大中小学课程思政的建设提供了一套具体的、可

行的实践指导方案。同时，越来越来的高中开始了课程思政建设实

践，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二、高中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和现实依据，但

现阶段，高中教学在落实课程思政方面，尚未有系统的、成熟的经

验可循，其具体推进过程存在着诸多困境。 

（一）课程思政缺乏社会认同感 

由于高中的特殊性质，从学生、家长、老师，到学校领导都面

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全社会“唯分数论”的思想观念仍旧是阻碍

当前高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一大拦路虎。高中生的学习任务繁

忙，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更多的是一种源于对考试成绩渴望的反应。

因此，学生更希望能从课堂上学到对提高成绩直接有益的知识，否

则，他们会认为是老师的教学内容“跑偏了”。家长们“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对高中教学效果的评价更多关注

的是学生是否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教师们有各自的教学任务与成

绩指标，往往只顾及自己所任学科的课程内容，容易忽视掉教师职

业本身所应发挥的“育人”职责。一些学校领导一味的重视升学率，

强调学科教师应该“各司其职”，全力为高考服务，致使他们对学

生的全面素质教育重视度不够，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落实自然提不

上日程。课程思政缺乏社会认同感，导致高中教学在我国大部分地

区仍是采用单一强调知识“精准度”的教育模式，对学生成长发展

所需的综合素质培养严重不足。久而久之，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环

境会让学生们失去思考的空间，不利于青年一代志气、骨气和底气

的养成。 

（二）传统教学模式难以突破 

一方面，由于高中教师队伍本身的思政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把握度欠佳，若生硬地在其课堂中“讲思政”，

效果必定会事与愿违，很多教师便不愿去打破本身的教学节奏。另

一方面，高中阶段的学习时间紧迫，各学科的知识点众多，“题海

战术”依旧是教师教学的重要法宝。即便试卷上有相应的“三观”

教育内容，教师还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学生对题目本身知识点的掌

握，而较少会选择延伸扩展开来对学生进行一定的价值观教育。尤

其是理工科类、艺术类和体育类这些偏重培养专业能力的学科，教

师在繁忙的教学任务下，无法很快地发掘出课程中的思政元素，难

以有效地做到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便只好固守其原有的

教学模式。 

（三）课程思政缺乏评价体系 

由于国内绝大多数高中是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的，因此每学期

末的评教是通过纸质版进行的，这样的操作便容易流于形式。因为

学生会顾及任课教师对自己的真实评价“记仇”，所以大都直接选

择高满意度，这样的评教习惯无法完全真正地评判出教师课程思政

的教学效果如何。除此之外，高中现有的课程评价形式较为单一，

不能够有效地对教师的课程思政水平和学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效果

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很多高中在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方

面，多靠的是各个学科教师自身的思政觉悟，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着

局部化、碎片化、形式化等突出问题，尚未形成一种常态化、长效

性的教学模式，这便与国家最初提“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提“与

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本意有出入了。 

三、高中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析 

学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对于我国未来接班人的理想信

念、思想道德修养、良好行为规范等全面素质的培养和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我国高中目前的课程思政建设困难重重，探究出一

条高中教学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有效路径迫在眉睫。 

（一）提升各界对于课程思政的认同度 

首先，增强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认同感。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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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总是给予广大青年学生最殷切的期望，他强调广大青年要修德，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大德[4]。国家对于思政教育越来越

重视，归根到底是要培养能够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但由于高中

阶段不设置学生党员的发展，学生的党史教育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等

理论知识的学习较难集中开展。因此，各学科教师应有意识地去发

掘课程教学中的“思政资源”，并将其有机地整合到课堂教学中去，

让学生懂得每一门学科知识都是十分有用的，从而拔高学生们的学

科专业素养和学科思政素养。 

其次，各科教师要对课程思政达成共识。教书育人是全体教师

的职责所在，高中教师不能只看重对高考有益的“教书”任务，而

忽视自身所应发挥的“育人”作用。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教师，应该

常常思考“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并紧紧围绕党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针展开教学。一方面，增强高中

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可以通过开展学习党史专题教育、

微党课比赛、课程思政专题教育讲座、课程思政教学技能比赛等形

式为高中教师队伍的思政素养注入活力，进而使其课程思政成为一

种自发的教学行为。另一方面，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研学活动。可以

选派优秀教师，有条件的学校亦可以使全体教师轮流到其他开展课

程思政成果较好的高中去进行经验交流、探讨与借鉴，从而提高教

师队伍对于课程思政的认同感。 

最后，形成全方位课程思政教育合力。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飞速

发展，网络社交媒体、娱乐圈的资本化态势严重。高中学生虽然具

备了一定思考问题的能力，但其身心发展还未达到一个十分成熟的

阶段，在面临着巨大学业压力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思想抛锚、急功

近利、用娱乐新闻麻痹自己、甚至辍学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等的不良

现象。学校是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应尽最大努力教育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而非

做唯分数是从的假“追梦人”。这就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一

道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统一战线”，减少“什么课的

教师就应该教什么”的认知误区，为高中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一个

可观的社会大环境。 

（二）创新学科教学方式 

第一，跨学科交流。从字面上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只是文字的顺序不同，但两者却有“天壤之别”。思政课程主要是

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来帮助学生们武

装头脑、塑造灵魂；而课程思政是要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以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形态融入到其他课程的教学之中[5]。常言道“隔行

如隔山”，高中在建设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应该使思政课教师的专

业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学校可以将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结

对子”，与授课教师一同备课，为各学科课程注入思政力量。同时，

还可以选派优秀的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共同上好一门生动

的“课程思政”课。 

第二，利用新媒介。课程思政的建设也是为了让学生们在课程

学习中感受到各个学科的魅力，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从而培养和

激发出学生们的家国情怀。但高中知识的学习本身就乏味，题海战

术常常使学生身心俱疲。而我们国家的高考命题却愈发灵活化，也

与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知识的覆盖面更广泛，需要学生往纵深

方向思考的问题在增加，靠死记硬背就能拿高分的“技巧”正在弱

化。这就需要教师在传授课本知识的同时，利用科技信息发展带来

的便利，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的运用，例如

学习强国、政府网站等权威媒体平台，或是微博、知乎、短视频等

学生喜闻见乐的正规媒体平台，以周末和寒暑假作业的形式，让学

生在“过手机瘾”的过程中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知晓“天下事”，

并在课堂上进行分享。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科特色放映优质纪录片和

影视剧等，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发表观后感。 

第三，开展示范课程。高中在示范课程的建设方面较为薄弱，

而示范性教学工作的开展，不仅能够对自身学科发挥推动功能，而

且对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也能起到启迪影响的作用。党员有发挥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的责任，高中党员教师也要在学校课程思政的建设

中先行，尤其是思政学科的党员教师更要积极推动学校课程思政的

建设工作。可以与其他学科优秀教师一起配合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

的教学设计，并精细打磨出优秀的课程思政教学示范课程，供其他

教师进行观摩学习，进而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融入到整个学校的人

才培养全过程。 

（三）创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一方面，完善课程学习评价指标。学生评价教师，是促进教育

教学改革的重要一环。由于高中的教师队伍和学科课程相对固定，

在评教系统上与高校有所区别，尤其是评价指标的设置，通常注重

的是课堂效果和知识传授的结果如何。课程思政可以说是一种比较

主观的过程，目前在高中实施阶段其效果评价也是较为主观的。要

把这种主观的教学用一种“客观标准”评价，就需要把教师的价值

观引领和实践能力培养等的教学效果纳入到学生的课程学习评价

标准之中。 

另一方面，多维度构建课程思政评价模式。学校可以通过开展

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等形式，邀请校外知名课程思政骨干教师

或专家学者进行点评，使课程思政评价主体更具全面性与专业性。

学校还可以构建与课程思政评价机制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例如与评

优评先、绩效工资等挂钩，鼓励学科教师自觉地参与到课程思政的

建设中去。最重要的是，学校应使课程思政评价体系长效性地发挥

作用，而非在政策热门之后最终都流于形式。 

结语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不断加强和改进高中课程思政的建

设，从每一所学校做起，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做高中课程思政

改革的坚强后盾；从每一位教师做起，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做

高中课程思政建设的中坚力量；从每一名学生做起，坚持求智与求

德相统一，做堪当大任的新时代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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