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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与写作》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究 
张艺博 

(哈尔滨广厦学院  150025) 

摘要：高校《沟通与写作》课程不仅具有人文性，更具有工具性和实用性。教师自身要充分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和任务，
并在实践过程中积极探索，深刻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建设。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通过探索学科交叉性、结合地方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多种方式来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将基本的应用文写
作和政治理念相结合，润物无声地将价值观体现于知识传授中，从而培养高校学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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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的所有专业和学科在教学过程中都应十分重视融入课

程思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

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

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 

《沟通与写作》课程的开设，旨在让全校所有专业学生能够提

高写作能力，为日后的就业提供一定的帮助。因此，作为通识必修

课，教学内容大多选择和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且较为常见的实用文

体。因此，对《沟通与写作》进行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究有着重要的

意义，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实践。 

一、高度重视课程的学科交叉性 

《沟通与写作》课程既富含丰富的文化因素和人文内涵，又能

体现世俗社会的生活智慧与礼仪规范，兼具实用性和政治性。教学

过程中所举案例内容涉及历史、政治、传统文化等多方面。教师应

高度重视本课程的学科交叉性，充分挖掘例文中出现的课程思政元

素，根据不同学科的交叉性设置教学环节，充分发挥各个环节中的

思政教育影响。打造知识与能力双重培养的综合性高校课堂。 

二、充分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内容 

《沟通与写作》的课程内容以应用文教学为主，以提高学生的

写作能力为目的。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不仅仅要重视写作能力的训

练，还要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在教学各环节合理融入课程思政，

使学生了解社会时政、民族精神、价值观念、人文思想等思政内容，

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协调并进。 

如在讲授“感谢信”时，可以以“抗疫”为主题举例，向学生

展示实例，让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感知对国家的感恩之情，体现家国

情怀。在讲授“通报”时，可以结合社会热点，以真人实事的表彰

作为讲解的范例，结合“感动中国”中的感人事迹，培养学生的正

能量和价值观。在讲授“党政机关公文”时，教师除了指导学生正

确的写作格式外，还可以引用经典名言或者革命前辈的英勇事迹来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爱国爱党的正确意识。 

三、将课程思政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本地地方传统特色，合理利用当

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育人资源，来丰富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升课程

的趣味性。可以从古典文献、名胜古迹、地方特产等方面找寻融入

点，将课程思政润物无声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如在讲授“广告文案”时，可以让学生自我展示自己家乡的特

产，如实物展示秋林里道斯红肠、大列巴等，吸引学生的兴趣，在

设计独居特色的广告文案的同时，让学生体会本土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民族自信。在讲授“导游词”时，可以让学生结合本土景点

和历史，如萧红故居、太阳岛、东北抗日联军旧址等，写作具有人

文内涵的导游词，让学生了解和热爱本土景点和历史。 

四、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自我思想站

位，并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课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在课程中不断发掘课程思政元素，讲各种例文

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在《沟通与写作》的课堂上“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

作传播的引领作用。[2]”时刻以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为着眼点，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如在讲授“通讯评论”时，可以提前安排学生阅读《人民日报》

《新华日报》等知名报纸，或登录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络平台了解

社会时政，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繁荣昌盛。在讲授“求职信”

时，可以结合往届大学生求职的现状进行分析讨论，感受国家对大

学生求职的支持和关注，让学生认同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从而

树立民族自信和爱国情怀。 

通过以上实践探究，对授课教师的思政建设提出了以下几点要

求。首先，教师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学习新知识，认真探索课程

内容中的思政内容，不断发掘政治内涵和人文情怀，提高学生的熟悉

感和认同感。其次，要不断提高教学能力，能够在教学中巧妙地将课

程思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避免了死板的教学方式，以期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最后，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素养，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用自己的

品德修养来行引导学生，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行。 

为能够更好的落实课程思政要求，本文探索了课程思政的实践

方法，针对该课程的地位和性质，积极开展教学实践，希望能够借

此找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真正实现写作

课程与思政课的同向同行，并最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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