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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高校应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高校整体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在课程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在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同时，可以很好地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促进大学生思政
素养发展。基于此，本文在新时代背景下，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为例，对课程思政展开概述，在分析当前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现状的同时，提出了新时代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路径，旨在强化新时代大学生思政素养培育效果，为新时代社会发展提供
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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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cultiv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u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rough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nfilt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teaching. While 

enriching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can well implement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in the new era background, zhuzhou university cours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the overview of course education carried ou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college ideological instruction course construction in zhuzhou, at the same time, puts forward the new era 

of zhuzhou efficient way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result of the new era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instruction literacy cultivation, for having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of 

qualified personn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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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代背景

下高校工作的重点内容，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结果。思政课程是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仅通过思政课程显然难以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高校的各个专业课
程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相互融
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协同发展，既是保障“三全育
人”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立德树立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 

一、课程思政内涵及其建设的必要性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在 2014 年由上海市教委提出的概念，课程思政一经

提出就受到了教育体系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各大高校研究的重点。
思想政治与专业课程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课程思
政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有利于建立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的新格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协同统一，
其本质是解决新时代中国教育人才培养问题，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怎么培养人才、为谁培养人才提供指导方向和目标。 

各学科和课程中都包含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这些或是显性或
是隐性的思想政治元素，发挥着不同的育人价值。课程思想并不是
增设新的科目或活动，而是一种新型课程观，通过深入挖掘学科及
课程中的思想政治资源，与专业课程教学相互结合，从而对学生进
行价值理念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正确引导，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
与技能的同时，受到丰富多样思想政治元素的感染和熏陶，深化学
生对思想政治的认知。 

（二）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专业知识课程开设时间长且覆盖面广，高校课程思政需要充分

利用好课程教学这一媒介，建立各学科和课程的联系，并将思想政
治教育进行渗透，使知识体系教育更有深度，以此推动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实施，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必
要且重要的。 

1.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传统形式下的思政课程或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运用单一的教学

形式讲授严肃的内容，学生缺乏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导致
课堂氛围沉闷，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课程思政通过挖掘和利用
专业课程中的思想政治元素，不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创新，
也能让学生在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获得不一样的感受和体
悟，有利于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 

2.满足新时代发展对人才要求 
课程思政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与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相比，高职

院校学生有其自身特点，高职院校学生在学历方面不具竞争力，在
严峻的就业市场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课程思政的建设综合职业
院校和学生发展特点，能够更好地做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有的
放矢”。课程思想建设让大学生在认清市场需求、行业发展对人才新
要求的同时，帮助大学生找准自身定位，树立其正确的价值理念和
道德品质，促使大学生发展为新时代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 

二、新时代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课程思政是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改革，株洲职教

城高职院校积极响应课程思想建设，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紧紧围绕“以
人为本”教育理念，致力于向新时代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应用型高
素养人才。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株洲高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也积累了相应经验，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专业课程思政理念落实不到位 
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可借鉴的经验

不多，株洲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起步较晚，一些高校没有认识到课
程思政的重要作用，导致在专业课程没有很好地落实课程育人理念，
将思政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远低于学科专业课程。同时，株洲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中缺乏顶层设计，没有相应的制度和评价体系来推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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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 
（二）部分专业课教师思政意识薄弱 
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是课程知识教学和育人的主体，

对于学生价值理念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不仅
需要教师专业知识能力的参与，教师还应具备强烈的育人意识，以
此促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阶段，株洲高校的大部分教师都践行
着教书育人的职责，但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过程中，一些教师对
所授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自然科学等专业，教师对于学科思想政治元素没有进行
深度挖掘，导致没有在知识体系教育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这
种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部分专业课教师思政意识薄弱，没有认识到专
业课程的育人价值，造成了“育人”与“育才”间的相互分离。 

（三）思想政治元素开发、利用度不足 
挖掘各学科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的关键。当前，株洲高校在专业课程中对于思想政治元素的挖掘和
利用程度并不高。一方面，思想政治元素的挖掘并没有范例可以参
考，许多教师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片
面性的认识，使得专业课教师对于思想政治元素的开发处于表面的
浅层次而缺乏深度；另一方面，不同专业课程具有不同的学科特点，
各专业课程间无法很好地进行成功案例借鉴，专业课教师对于如何
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本学科体系没有思路。教师对于思想政治元素
开发不高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有效利用，教师对于思想政治元素
的融入也束缚在显性的、说教式的模式中，学生在这样的课程思想
中不仅感受不到新鲜感，无法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而且容易使
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产生抵触情绪。 

（四）高校大学生主体课程思政主体意识不强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价值和文化的世界，高职大学生思想理念也

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如果大学生对自身没有正确的认知就极易受到
错误价值理念的误导。课程思政建设其本质是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
全面发展，使其具备终身发展和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和
品质。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也是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
重要力量，但是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学生并未发挥自身课程思政教育
主体作用，表现为学生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积极性与参与性不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进程。 

三、新时代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完善顶层设计，制订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制度 
株洲高校在课程建设中首先完善学校顶层设计，优化专业课程

思政制度，在制度上为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保障。比如，高校可
以为开发和利用课程思政元素增强数学环境建设、设立专项资金以
支持专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设立、将课程思政建设目标纳入教学
质量监测体系等。对此，株洲高校应成立课程思政建设的专项领导
小组，细化课程思政建设各个环节的任务和目标，对高校各专业课
程思政教学实践活动，根据其专业特点制订不同的评价标准，并将
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工作列入职称评审、年终考核等环节，激
发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同时，为保障课程思政的教
育效果，株洲高校要让思政课程教师参与到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思想政治元素挖掘等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课教师思政能力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专业课教师担负的不仅仅是对专业知识

与技能的教学，专业课教师还要转变自身教学意识，将“育人”摆
在显要位置，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向学生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发
挥自身教书育人的价值。 

1.学校加强培训工作 
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要明确教师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注重教师课程思政理念的培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使专业课
教师成为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有力保障。高校可以开展一系列“课
程思政”主题的培训工作，增强株洲职教城各高职院校间课程思政
经验交流，实现建设经验的共享和学习，并从中增强专业课教师对
思想政治元素的开发和利用能力。高校在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理念
培训过程中，要综合自体学校发展方向和专业课程特点，科学规划

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保证培训活动适合高职学校的特点和专业教
育规律，从而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 

2.专业课教师提升自我思政素养 
课程思政应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进整个专业课程教学当中，而

要想保证思想政治元素挖掘、利用的有效性，对专业课教师提出了
更高要求。一方面，株洲高校的教师应积极参与学校的课程思政培
训工作，在培训中提高自身思政素养，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更深入全
面的认识，不断增强自我“育人”能力；另一方面，专业课教师要
提高终身学习意识，在各种渠道中借鉴他人课程思政教学的经验，
不断提高自身思政素养和责任意识，并从自身做起，坚定立场，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人，以身作则，成为大学生“立德”过
程中的榜样，使学生能够在专业课教师的言谈举止和教学实践中，
受到价值理念和道德品质的正确引领。 

（三）深度挖掘思想政治元素，做好课程思政融入工作 
任何一门专业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专业课教师

思想政治元素的挖掘者、利用者和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实施者，教
师首先应转变自身教学理念，认识到专业课程在对学生实施思想政
治教育中的价值与优势。以株洲高校的自动化专业为例，大学生毕
生后大多会走上自动化设计、自动控制等岗位，自动化是新时代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专
业课教师可以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在正确价值理念指引
下进行职业规范。专业课教师在专业课程中挖掘相关内容，让学生
找准自身定位，在职业规划中明确自身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要深度开发专业课程中的
思想政治元素，使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更丰富多样，并找到思想政治
元素与课程教学内容的契合点，使课程思政更科学、更有效，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四）丰富实践活动，发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 
株洲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要充分发挥学生思政主体作用，促使学

生积极到课程思政教学活动当中，从中提高当代大学生道德素养，
这也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初衷与目标。高职院校通常与当地经济
和行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专业课教学中实训操作是职业院校
区别于普通高校的一大特点。为提高专业课程中课程思政的教学效
果，专业课教师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将专业课程挖掘的思想
政治元素结合实际，融入大学生实践活动中。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
得来的知识、技能和感受，可以进一步加强其对课程思政重要性的
认识，在深化课程思政理论的同时增强大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从而
真正实现课程思政的“知行合一”。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想密切相关，但

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二者的重点都体现在“思政”上。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下，株洲高校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由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
变，通过充分挖掘专业课程所承载的思想政治元素，使课程思政成
为强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果的重要保障，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同时，促使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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