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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触点”和教学体系建设 
张艺钟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15） 

摘要：对于高校而言，立德树人是最终的教育目标，如何更有效地进行专业教学和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和思想层面的力量是相关

负责人要重视和思考的两个方面。作为向社会输送发展人才的地方，高校既要让学生接受专业的课程知识，也要让学生接受正确 的

价值观、人生观等思想层面的相关内容。本文以大学课堂为切入点，进行大学课程思政的触点和教学体系建设的仔细探究，全面地

探究二者相融合的现状与存在问题以及相关教学体系建设的方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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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oral cultiva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how to more effectively 

carry out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level of power is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think about two aspects. As a place to transport and develop talents 

to the society，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only let students accep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knowledge，but 

also let students accept correct values，outlook on life and other ideological aspects of the relevant cont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as the entry point，carries o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act point and the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carefully，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teaching system construc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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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下我国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性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还有待提高，

因此需要我们久久为功，并砥砺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实践

路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高校课程教学

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体现，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根本需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不单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也不

是临时性的任务部署，而是一个需要构建课程资源协同育人机制，

持续性发挥思政课程育人模式的长效性工作。本文着眼于解决当下

的矛盾和不协调，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出谋划策，一

定程度上贴切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 

一、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一）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客观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

道路，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关乎高校办学的性质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为我国现代化

事业指明了方向。办学方向与国家的政治要求紧密相连，必须培养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新时代

的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高校对其的培育工作至

关重要。不但要重视学生科学文化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要重视思

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课程思政作为当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顺应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通过马克思

主义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

观念，使其充分意识到肩上的责任和使命。课程思政建设是思政元

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的充分体现，是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

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的客观需要，更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

任务。 

（二）落实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党的

十九大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心

环节，而思政课则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

过程。高校立德树人任务的落实见效，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必须把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会贯通。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只是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不够的，还需要充分挖掘专业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课程教学全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

和专业课程发挥协同育人作用。针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根本性问题，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推进课

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战略举措，关乎着人才培养、国家长治久安、民

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等重要问题，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推动

建设教育强国，培养适应国家新形势下合格的接班人具有深远的意

义。 

（三）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高校作为意

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而高校意识

形态的话语权，关乎着我国高校办学方向和未来发展方向。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部分西方国家

企图对我国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面临复杂的办学环境和各种风

险挑战，高校必须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人才力量，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否能牢牢把握，关乎着学生培养目标的实现。

课程思政注重启发式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渗透到教育教学全

过程，优化了教育环境，拓宽了教育渠道，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

合学生实际，潜移默化的引领师生自觉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有

效实现价值观的塑造，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高校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话语权机制建设，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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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程协同效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研

究和探索。 

二、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建设 

教师对于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对教师

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具备过硬

的理论知识水平、正确的思想政治信仰、高尚的职业操守等，才能

把思想政治资源同专业课程理论知识有机结合，从而潜移默化地对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发挥着课程思政在教育的过程中

“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因此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政治

素养、教育教学能力亟待加强。 

（二）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意识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言：“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

是教人做人； 

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因此，可以理

解教师不仅仅只一味地向学生教授课程知识，也要承担起如何培养

学生优良品德、讲授做人做事的人生哲学道理的责任。教师在对学

生道德教育时候，对于教师本身，也要具备思政教学的能力，提升

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立德树人意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教授理论知识以外，与学生存在着沟

通和交流，这就一定程度上需要教师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提高道

德修养，从而给学生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无论是专业课程教师还

是公共类、通识类课程教师或者是辅导员等其他教育工作者，都要

重视立德树人意识教育的培养，自觉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主动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思

维分析国家时政新闻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发挥好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的主导作用，在头脑意识中时刻牢记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从而

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元素，使学生的教育更

具有针对性。 

当然，教师在给学生进行价值观引领时，自己的价值观念要端

正，这就要求教师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打破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藩篱，转变旧的教学思路和认知偏差，进一

步激发教师建设课程思政的内在动力。教师应着重审视自身在思想

育人和使命担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基础

上，结合学生特点，进行科学地引导。 

（三）提高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教师对于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只提升教师的育人意识是不够的，

还必须提高高校教师的育人能力素养，因此，笔者认为高校如何更

好地关注高校教师思政教育教学能力方面的培养，进一步提升课程

思政教师队伍质量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知识水平。部分教师对于教授的本专

业课程知识水平较高、对教学效果很好，但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了解有所欠缺，这就需要教师自身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强化思

政教育理念认知，从而将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思政教育独特的话语

体系，有机地融入到教授的本专业课程中去，更好的增强课程育人

的效果。 

二是加强培训教育，提高专业素养。高校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

提升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性。多方位的开展培训教育活动，拓宽培

训学习活动渠道。高校可以举办关于思政课理论知识的学术讲座，

思政教育研修培训班，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通过建立课程思政

研讨中心、课程思政学习基地、教师主题工作室等方式，为各课程

教师提供更多交流学习的平台；通过开展课程思政公开示范课、课

程思政公开评讲课等方式，总结汲取好的经验启示，更好地了解到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同专业课程之间的逻辑构成，以提高教师的

政治素养，确保课程思政方案的稳步实施，从而有效提升整体教师

教学水平。 

三是推动实践探索，提高思政能力。无论是专业课程还是公共

类课程，都蕴涵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

活动和课题研发的过程中进行探索实践，充分提高教师在挖掘思政

元素运用到教学实际中的能力水平。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除了注重

对学生专业知识的教授，还需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特征和思想动态来

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在对学生的思政教育时做到因材施教。高校教

师在课堂上进行专业知识授课的同时，也需要营造融入思政教育元

素的教学氛围，力求立德树人与专业知识教授的有机融合，根据不

同课程和不同学生，采取更加贴合实际的教学方式，这就需要教师

在课程思政推进的实践中与探索，以便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

升课程思政建设能力。 

（四）丰富教学思路 

纵观我国各高校课程思政改革工作的推进和实施，都在通过实

践过程中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丰富教学思路，力求探析出科学合理

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但是，由于当下，受高校本身的差异性、地

域差异性以及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影响，高校在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上

不尽相同，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索课程教学方式方法，丰富课程思政

教学思路，创设出课程思政建设的新路径。伟大的思想家夸美纽斯

曾说：“我们不必要拿什么东西给一个人，只需要把暗藏在身体内固

有的东西揭开和揭露出来，并重视每个个别的因素就够了”。这就说

明，高校教育中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尊重大学生成长的自主

性。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的不同的，在学校的受教育程度也不尽相

同，导致每个学生的思想特点不一。面对新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各种新鲜事物迭出不穷，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学生的性格品质和对

事物的认知能力逐渐差异化，这就需要高校在课程思政建设中，针

对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运用学生喜闻乐见

的教学方式。在课堂学习上，注重丰富课程思政的教学形式，采用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同时，积极开展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互动的教学形式，精心创

设有趣的教学情境，从而使教师与学生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

地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类课程，让学生更加

自主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动

手能力。也要不局限于线下教学的藩篱，充分利用新媒体教学方式

采用微信、QQ、钉钉、抖音、学习通等软件进行课上教学，不但加

强了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交流，促进了师生之间和谐关系，而且打破

了线上教学的局限性。 

结语 
当前由于互联网文化的兴起，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受到西方

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变化。课程思政的理念提出，

创新了思政教育工作模式，打破了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两张皮”

的困境，契合了课程教育工作改革的迫切需要，也为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参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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