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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三全育人"新形式，培育"课程思政"新生态 
魏晓军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探索和开发“三全育人”新形式以及培育“新课程思政”新生态是随着我国新课程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创新产
物，也是有效为社会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学生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所以，教师要积极更新思政教育观念，将思政教育课
程的内涵和价值意义融会贯通到专业课程以及通识课程中，实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及高尚道德品质的目的。因此，本文将采取科
学探讨以及问卷调查等科研形式，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探索“三全育人”形式，培养“课程思政”新生态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困
难和挑战，从而提出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应用措施，助力学校以及教师取得较为满意的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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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我国新课程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创新过程中，要积极探索

“三全育人”的新形式，有效保证“课程思政”在学校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适当开展，从而提高学生的对于思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使得学生更加自主地学习有关思政课程的知识和内容，体会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综合能
力。因此，学校要做到开展全员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全程教育工作。
学校要及时组织和引导辅导员、专业教师以及学校管理人员共同对
学生负责，将课程思政理念全面贯彻落实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
面面，并从多个方面和层次，利用形式各异的教育载体对学生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以及全面发展水
平。 

一、探索“三全育人”新形式，培育“课程思政”新生态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新课程的不断深化和改革，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仍然有较多的问题和困
难需要专业教师以及学校管理人员进行探索和解决处理，当前我国
在探索和开发“课程思政”下的“三全育人”工作过程中仍存在的
多方面的问题。 

1.思政教育理念与专业课程教育存在严重的脱节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各大学校要积极利用好思政课堂教育教

学的主要渠道和途径，将思政课程、专业课程以及文化课程全面贯
彻落实到思政教育理念，实现立德树人、协同培育德智体美劳样样
精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任务。但是，当前我国各方面协同育
人的思政大格局并未形成，而高校中作为重要的教育载体，高校专
业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有所欠缺。其中包括一部分教师的思想教育
观念相对比较传统，不能紧跟时代潮流，很少关注我国发生的时政
热点话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相对较低，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注
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品质。甚至还有部分教师将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全部推脱给学校中专业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以及辅导员教师，自
己仅仅传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所以，导致“三全育人”新形
式以及“课程思政”新生态工作实施的难度加大。 

2.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设计 
当前我国众多高校并没有将“三全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素质

教育过程中，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设计，使得相关的教育教师、学校
管理人员以及教育部门组织人员不能明确自己的分工和职责义务，
不了解具体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性质，工作人员对于“三全育人”
理念的重视程度并不够高、参与“三全教育”以及“课程思政”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充分，使得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也不能取得
较为满意的成果，从而严重阻碍高校中“三全育人”新形式，“课
程思政”新生态工作的有效实施。 

二、探索“三全育人”新形式，培育“课程思政”新生态
的实践应用策略 

1.建立健全高校多部门共同教育的机制 
为了探索和培养“三全育人”教学目标，高校的重要管理人员

要根据相关的法律依据以及基于课程标准，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协同

教育工作机制，对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职责进行明确的
告知，使得各个工作部门既要各司其职，也要共同努力和发展，充
分发挥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因此，学校要积极联合党
组织、院系部门以及专业教师等人员共同创新发展，形成具有学校
风格特色的课程思政教育格局。其次，高校中管理人员、党委组织
以及学生管理处共同努力，积极创建公开、透明以及协调发展的工
作平台，充分发挥学校领导、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现“三全育
人”教学目标的重要作用。最后，学校教师要自觉承担教书育人的
教育理念和责任，积极主动地学习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不断
的创新发展学生的思想政治教材，不断的探索和发现课程思政实施
的具体内容和途径，从而促进学校各个部门之间协同发展教育工作
的高效进行。 

2.有效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专业课程知识 
由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知识对于其他专业知识以及文化知识具

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引领作用。因此，高校必须要重视马克思
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优质资源，
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使其具备一定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
知识储备，高校可以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专业文化知识协调
教育，积极开展相关的教学讨论、互动交流以及讲解公共课程等活
动，使学校的专业教师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感悟到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让教师通过不断地总结的归纳，形成相对较为
准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并根据已形成的思想理念分析和解决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差异特点较大的
学生之间不同的发展需求，进而促进高校学生能够全面健康发展，
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和形成做出不懈的努力。 

结束语： 
学生是我国社会未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动力源泉，是促进我国

科技高速创新发展的关键人才资源，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教
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逻辑以及知识储备，
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风貌以及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因
此，学校的负责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其他的教育学科进
行紧密联系，也可以建立健全多重思想道德品质培养机制，明确分
工，共同培养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此外，教师还可以积极整
合以及优化课程资源，利用多种教育教学手段和策略，有效实现“三
全育人”新形势下的“课程思政”新生态，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的有
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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