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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理论探析 
刁宁宁 

（黑龙江职业学院   150111） 

摘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当下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思政课程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要阵地，起到了主导作用，而课程思政则需要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主体作用，只有二者同向同行才能够无缝衔接，实现两者之间的
协同育人功能。本文将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理论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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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2017 年中共教育部党组提出了将“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

作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旨在实现思政政治教育和知识
内容的教育统一。将传统教学中由“思政课程”独自承担“立德树
人”的责任扩展到各个学科课程，进而促进对社会主义人才的思政
政治培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1 思政课程与各类课程的同向同行的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才的思政品质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一直

以来，都是思政课程承担育人责任。但现阶段的思政政治教育中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有部分教师认为思政课程时间较多，会占用学
生其他课程的时间，这就直接体现了在教师心中思政课程的地位，
部分学生对于思政课程的也是如此，而事实上知识内容的学习和思
想政治教育之间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一个
人的成长是更加重要的。其次，有教师对于“课程思政”这一概念
并不是十分了解，对于“课程思政”在教学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实际
的教学方法并不十分了解，这对于课程思政的开展造成了难度；再
者，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科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结
合并不顺畅，认为学科内容中存在较少或没有和思政教育相关的教
学素材，这都都是阻碍课程思政开展的原因。由此可见，需要从思
想观念和实际的教学方法上帮助教师改变教学现状，实现课程思政
和思政课程之间的同向同行。 

2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必要性 
2.1 履行“课程育人”责任的客观要求 
早在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已经提出了“高等学校的各门

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的观念，也就是要求各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思政政治教育并不是思政课程的独角戏，而是
每一个学科的重要的责任。学科教学中教师需要积极探究思政教育
和教学内容之间的有效融合，将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中，
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2.2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客观要求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就需要根据社会对于人才的要

求调整培养方案，当下育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
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不仅要关注到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还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能够辨别是非对错，并能够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梦相结合，这不仅需要思政课程发挥自身的主导作
用，还需要各个学科在教学中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实现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 

2.3 构建“三全育人”格局的必然要求 
思想教育需要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地育人工作，这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够完成的。思政政治课程在高校课程安排中并不是贯穿于
学生的整个大学阶段，若只是由思政课程承担育人的责任，那么思
政教育就会出现断层，相反，若是各个学科教育都能够承担起育人
的责任，就可以对思政课程进行有效补充，两者之间的无缝衔接，
实现育人的“全过程”。 

3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实施方法 
3.1 发挥思政课程的主导作用 
思政课程作为“课程育人”的主要方面，需要在教学中发挥其

主导作用。大多数师生认为思政课程需要承担更多育人的责任，这

是由于思政课程中本身含有很多思政教育的相关内容。发挥思政课
程的主导作用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教材中的教学内容进行分类、整
理，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将思政教学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生活化的思政教学内容更能够发挥其育人的作用。 

为了提升思政课程同向同的目标，思政课程中还需要教师不断
挖掘教材中的相关元素，以满足学生学习成长的需求。教师可以定
期参加教研活动或相关的讲座，在活动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技能
和理论知识，在教学中实现思政课程的主导作用。 

3.2 发挥课程思政的主体作用 
各类课程中其实都含有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只是没有被发

掘。教师在学科教育嵌入思政教育的元素可以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
思想观念，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在学科教育中也能够得到提升。例
如，在科学实验中，学生对于实验内容的设计、对实验数据和实验
现状的记录整理，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这些都需要学生有科学求实
的精神品质，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再如，在测绘实训课程中，
学生进行绘图、实际测量等任务时需要和小组成员协作完成，很多
任务不是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当下社会中的许多事情也由团队合
作共同完成的，这些教学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就得
到提升。由此可见，课程思政对学生的成长也是有重要作用的，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探究教学方法发挥课程思政的主体作用。 

3.3 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机制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共同发挥育人作

用。高校需要加强各科教师之间的交流沟通，思政教师提供专业的
思政知识，引导学科教师挖掘学科教育中出现的思政元素，学科教
师为思政教学提供更加专业的方向，使得思政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更
加贴近。全体教师都需要参加相关的思政教育培训，提升自身的思
政教学技能。同时，针对思政教学高校还需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制定一套完整的思政教育体系，使得思政教育系统化、全面化、可
持续化，进而促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之间的协同育人功能。 

结语 
高校在践行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理念时需要坚持德

育和智育相结合，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不仅仅是需要具备的高技
能，更需要有综合素养，这也就要求高校将思政教育融入到所有教
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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