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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涂朝志  王瑜  肖红成  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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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思想政治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就是要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

对着问题干。树立问题意识、采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持辩证思维科学方法。从而实现协同育人，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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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问题有一句名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

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

态的 实际的呼声。”[1]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重要途径，推动思政

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就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两张皮”

问题。从而实现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所以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瞄着问

题去、追着问题走、对着问题干。 

一、瞄准问题去——树立问题意识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聚焦的

是学生思想问题，要回答的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

题，都是带有政治属性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就是

解惑的工作，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

更应该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在实际的协同育人中更加的瞄准问题。

“躺平”者不可能瞄准问题，彻底的无知者也不可能瞄准问题。 

首先，树立问题意识，要对事物有充分的认识。就是要认清事

物发展所存在的矛盾，深入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问题才会瞄

得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根本的是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2]对于思政课程而言，就是要瞄着这个根本问题

去，遵循思政课程建设规律，完善思政课程的教学内容，创新思政

课程的教学方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对于其他课程

而言，“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仍然是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一

问题关系着课程教育的性质和方向。瞄着这个问题，从政治上着眼、

从思想上入手、从学生特点出发，帮助他们早立志、立大志，从内

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从而科学构建课程的培养目标、教材体系、专业体系。

使其与思政课程形成互补，达到协同育人的效果。 

其次，树立问题意识，要有坚定的意志。也就是说要有去解决

矛盾的欲望，人一旦有了解决矛盾的欲望，就会充分发挥个人的主

观能动性，努力克服阻碍一切障碍，这样才能将问题贯彻始终。“躺

平”者是不可能提出任何问题的。无论是思政课教师还是其他专业

教师，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

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

代重任。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决不能“躺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

民教师无上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严

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

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3]主动作为，才能瞄准人民 为急

迫的问题、 为关心的问题，进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由此可见，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要增强问题意识，是

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多问”的现实与时代发出的呼唤，

是有效引领学生健康成长、服务党和人民事业的内在必然。 

二、追着问题走——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重要途径，对

象都是现实社会的人，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目标都是培养现实

社会的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基础上，要使

两者协同育人，必须追着问题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弄清楚。如

何追着问题走？那就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具体怎样做好调

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领导干部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保持

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
[4]这五个方面的要求为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提供了方

法论。 

（一）“深”——深入学生、深入课程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对象是学生，那就必须做好学

情分析，要深入到学生中间去，深入到学生生活中去，深入到学生

家庭中去，放下架子，扑下身子。首先，要深入到学生中间去，就

是要积极主动的和学生交朋友，充分利用文体类活动，与学生深入

交往，掌握学生的收集需求和兴趣爱好。其次，要深入到学生生活

中去，就是要求老师要到学生寝室、学生社团中去，打破课程教师

只进教室不进寝室的格局。 后，要深入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

课堂之中去。充分利用了解学生上课情况，全面把控课程教学的实

际。“脚上有泥，心中才有数”，深入了解学生各方面的情况，才能

准确把握学情。因此，只有深入到学生中去，才能发现为什么“抬

头率低”的问题；只有深入到课堂教学之中，才能发现哪些是存在

“两张皮”的问题。 

（二）“实”——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 

要了解真实情况，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首先，要抓住学

生学习的真实问题，一个一个地梳理，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实事求是的反映学生存在的问题。其次，要实事求是地遵循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的教学规律，摸清两者的教学特点，坚持一是一，二

是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避免陷入形式主义。搞形式主义

的人，大都是不愿意发挥主观能够性，不愿意担当，只求虚功，不

求实效，这从根本上说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因此，

只有实事求是地调查到学生真实情况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教学

规律，才能发现两者协同育人中相互对立的问题，将这些问题对应

的融入教学设计中，嵌入到每节课堂之中，才能提高抬头率，提升

课堂效果。 

（三）“细”——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掌握全面情况 

要细致入微，坚决摒弃“看盆景、出镜头、露露脸”的形式主

义。毛泽东在寻乌做调查的时候，有一次，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

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中间，哪一类 多？”身边工作人员作了回

答。再问：“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 好、 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

酒做得 好？”这一下，没有人答得上来。他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

诉大家，并说：“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

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无论是思政

教师还是其他课程教师，都善于细致入微。在协同育人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弄清楚哪些是体制机制弊端造成的问

题，哪些是工作责任不落实造成的问题，哪些是条件不具备一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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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的问题。”[5]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性质，才能找到对应的解决措

施。 

（四）“准”——透过现象看本质 

要精准，也就是说在调查过程中要善于分析矛盾，透过现象看

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育人方面虽然各

有特点，但两者也存在着许多交叉之处。它们的对象都是人，人的

思维又各具特点，层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会出现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现象。这就要求调查要精准。为此，教师要瞄准大学生的思想

之惑、生活之难、学习之困、发展之需，再依次为立足点精准地设

置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式，精准施策，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要“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倾

向性，从偶然问题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6]从而使我们柳暗花明，

找到两者协同育人的 佳契合点，形成 大合力。因此，只有做到

精准，才能发现一些个性问题，为协同育人提供精准材料，实现由

“大水”漫灌到精准“点滴”的转变。 

（五）“效”——切实可行、见实效 

要见实效，要进行综合研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既要发现

共性问题，也要看到个性问题；既要掌握影响全局的重点问题，也

要看到一般问题。调研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发现问题，进而为解决

问题奠定基础，从而有效地推动工作。切实做到研有所获、研有所

用。要将调研所获得的一手材料进行加工、分析，使其转化为有效

的对策措施，服务于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教学，运用到协同育人

工作实践，取得师生满意的实效。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五个要求”为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协同育人的构建指明了方向。无论是思政课程，还是课程思政，

两者都必须用好这个传家宝，练好这项基本功，找到思政课程和课

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症结所在。追着问题走，才能逐个化解，实现两

者协同育人。 

三、对着问题干：坚持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 
对着问题干，不是蛮干，而是要有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

坚持辩证思维的方法。辩证思维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

象出来的，同时紧密结合近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各门科学的理论内

容。因此，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就是要对着“怎样协同”的问题，打通两者协同育人的“ 后一公

里”。 

（一）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探索两者的本质联系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

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

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7]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

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思政

课程和课程思政在方向、任务和内容上是普遍联系的关系。 

首先，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必须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是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我们是社会主义

性质的国家，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我们的教

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思政课程要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要引导学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内化于

心，课程思政要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引导学生将爱国情、强

国志、报国行外化于行， 终实现两者协同育人。 

其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任务上是一致的。两者在立德树

人的教育宗旨和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教育任务上具有高度一致

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

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8]无论是思政课程还是

课程思政，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而不是“世界公民”；培养

的是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这是思政

课程和课程思政共同的使命。 

后，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在内容上是相联系的。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都属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范畴，是新时代推动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教学内容上，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都包含思政元素，都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思

政元素都包含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

的重要内容。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两者是普遍联系的，这就为两者协同育人

创立协同的可能性，为打通协同育人“ 后一公里”提供了可能。 

（二）在对立统一过程中实现同向同行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

能正确分析矛盾，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

端化、片面化，不断提升辩证思维能力。”[9]这一论述阐明了对立统

一规律的本质，就是要正确把握事物矛盾双方的关系，看到对立的

时候不能忽视两者的统一，在统一的时候的要看到对立面的存在。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并在对立统一规律的作

用下实现同向同行。 

首先，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关系。思政课程是直

接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明确带有政治

性、理论性、价值性的显性教育。课程思政是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

政元素，拓展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种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之中的隐性教育。所以，就其方式上，两者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

的辩证关系。即显性中包含着隐性，隐性中也凸显显性。思政课程

既要旗帜鲜明的讲政治、明道理，也要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潜移默

化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其他课

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充分地利用思政课程的理论知识对

其进行引导。发挥思政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明

确课程思政的价值导向。同时也要发挥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拓展

思政课程育人渠道。所以，只有实现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才能真正地使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其次，正确把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地位。推进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尊重而非消除课程边界和特色。思政课程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课程思政是“落实全员育人、全过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的需要，致力挖掘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与功能，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载体渠道。”前者是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体和主渠道，后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拓展渠道。如果

混淆两者的地位，出现本末倒置，就会出现一些认识错误，譬如：

有的认为可以用课程思政来代替思政课程；有的只重视思政课程的

作用，而忽视课程思政补充。因此，既要明确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

各自育人的职责和主要任务，又要尊重两者存在的差异和特色，在

推进思政课程同质化发展过程中，推进课程思政差异化发展， 终

实现各门课程之间互通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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