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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高校课程思政融入地方特色元素的探讨 
——以冰雪元素为例 

姜杉  汪雪纯   

（新疆科技学院  新疆·库尔勒市  841000） 

摘要：高校课程的思政融入，新时代大学生在学习文化课业与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政教育，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人才培养

的新的要求，是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人才基础有力保障。本文针对新疆高校的课程思政融入工作，利用学生对于带有地方特色

元素的更高的熟悉感和认同感，以及他们在未来新疆经济持续不断向好发展中更多的参与感及自豪感，探索新疆特色元素融入的实

施路径，并选取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成功举办的背景下，新疆冰雪运动产业作为新疆特色元素进行实施的角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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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融入地方元素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高校常规课程的教授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越来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认识与接受，并

广泛付诸于实践。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

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将

高校课程思政教育全面覆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高校课程与教

育事业的全新要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要推动以“课

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育教学改革。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国教育领域长期以来的重要要

求。从 2012 年到 2022 年，根据教育部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每年发

布的当年工作重点中的内容所见，这十年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是我国教育领域始终坚持的重点工作之一，加强思政课的建设

是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2019 年，“课程思政”首次

提出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重点，加强课程思政的的内容探

究及有效实施方式的探索是我国教育领域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的要求。由此，教育理念由“思政课程”转变成“课程思政”首

次提出，各高校积极响应会议精神和要求，积极探索和实证“课程

思政”的实施途径、方法、制度、课改等工作。基于时代背景下、

立足地方，合理的办学定位、因人而异的培养方案、有针对性的教

学内容、灵活的教学方法，是“课程思政”应该遵循的必要原则。

其中挖掘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相结合，建立课程思政案例集是实施

课程思政工作的有效途径。 

新疆地方特色是课程思政重要的素材和资源。立足地方特色

“课程思政”的建设，不是简单的增加一项单独的教学活动，而是

深入挖掘新疆独特的风土人情，边疆地域特点，多民族特点，尤其

是新疆精神的思政元素；同时，反向挖掘，从收集和整理的新疆地

方特色的思政素材逆向探寻与其融合的专业课程的内容。要将这些

思想元素像盐融入汤一样，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与专业契合的

同时升华思想价值，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实现立德树人

的育人目标。 

将新疆地方特色作为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它既可以使学生

开阔眼界，了解边疆风土地貌，地域特色；也可以培养他们爱国爱

疆的情怀，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孕育有信仰、有凝聚力、愿为

理想去奋斗、敢为使命去拼搏的新青年，增强他们对于国家和新疆

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激发学生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及使命感，

增强学生的红色信仰。让新疆地方特色成为“课程思政”重要的载

体和资源，形与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互补，将思政教育内容与专业教

育紧密结合，丰富授课手段，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二、新疆特色元素的选择 

广为人们所知的新疆特色元素有很多，比如从古时的丝绸之路

绵延至今的“一带一路”，比如“马兰精神”、“胡杨精神”与“兵

团精神”等等。在新疆与人谈起这些新疆的特色元素，必然能引起

新疆人的兴趣和自豪感。但是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的成功举办，冰雪运动与冰雪产业的热度高涨，席卷全球，冰雪

元素就成了新疆、乃至全国的热门话题。  

新疆作为中国自然冰雪资源最为丰富的省区之一，雪质好、气

候适宜，拥有较好的冰雪运动群众基础。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

局的数据，2016 年至今，新疆冰雪场馆数量快速增加，仅滑雪场就

增加了 57 个。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疆建成各类冰雪场地共

188 个，其中冰雪游乐园 60 个。多家冰雪运动场馆、场地已达到全

国顶尖、国际一流水准。经过多年持续发力，新疆形成了以阿尔泰

山、天山两个冰雪旅游带，乌鲁木齐南山、阿勒泰市、富蕴县、伊

宁市、阿克苏—温宿、赛里木湖—温泉、克拉玛依—独山子等多个

滑雪场聚集区为主的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滑雪运动已经越来

越成为新疆当地人们冬季的娱乐选择，冬季运动也越来越为新疆人

所熟悉。 

2022 年 2 月 4 日，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正式开

幕，随着开幕式上火炬的点亮，北京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

城”。北京冬奥会不仅吸引了世界体育爱好者的目光，也对于国内

的社会各界人士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根据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问卷

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对新疆一所高校学生的调查中有 92.55%的人都

观看或是关注了解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除了开幕仪式上彰显文

化自信和低碳环境等理念的巧妙设计、各个比赛项目精彩的过程和

奖牌榜的角逐外，最让人关注的就是我国借用冬奥会为抓后，对于

整个北方冬季运动产业的战略布局及实施，以北京和张家口为中

心，以新疆和东北两地数个世界级优秀的天然雪场为两翼，发展带

动 3 亿人参与的冰雪运动，为中国和世界体育事业、人类发展作出

新贡献的同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冰雪运动产业。从此之

后，冬季运动、冰雪产业与冬季旅游等将成为新疆的地方特色元素，

越来为当地人所熟知，也向全国以及世界展示着这张新名片。 

近年来，新疆以各地滑雪场为中心，创新冰雪经济发展方式，

冬季冰雪运动产业经济乘势而上。在北京冬奥会的影响带动作用

下，2022 年奥运会的这个冬天的新疆，冰雪旅游持续升温，各地来

疆的游客数量激增。仅春节假期，新疆就共接待游客 360.11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62%；实现旅游收入 26.28 亿元，同比增长 1.43%。《中

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2）》显示，中西部冰雪休闲旅游带蕴含

着到 2025 年实现 5000 万冰雪旅游人次、1000 亿元收入的市场潜力。

新疆冰雪产业拥有巨大潜力，“借力发展、乘势而上”是激活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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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后发优势的重要思路。 

因此，选择冰雪元素作为新疆特色的元素，不仅是因为其本身

作为当地特色就受人所熟悉，更是因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其更添

热度。 

三、新疆高校课程思政现状 

（一）新疆高校学情分析 

1、基础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学生基础差、底子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居住民族种类数最多、地理面积最

大，位置最靠西部的省份地区。 

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2021 年新疆 GPD 在全国排名 23，

人均 GDP 在全国排名 21。经济欠发达地区很难有条件聘请与留住

优秀与合格的中小学教师，导致当地基础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少、质

量差。薄弱的中小学教育使很多学生在进入高校前的基础语文、基

础数学、基础英语等基础科目的水平不达标。近年来，在新疆地区

普及普通话教育，加强基础教学的教学教育质量，便得新疆地区的

中小学学生的基础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仍稍显不足。 

2、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学生专业常识不足 

新疆地区的经济结构较为特殊，农牧畜牧业的规模和产值在总

体经济中的占比较大，部分地区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不高。新疆的学

生从小的生长环境使其会有更多的机会从校外途径接触农牧相关

的知识和内容，而对于经管财会类、理工生化类、新能源与信息科

技类等与当地发达产业相关性较低的方向的知识和内容，就缺乏有

效的学前校外途径进行了解。东部沿海地区的学生在进入高等院校

之前，已经能够从自小成长的环境中学习储备到一定的经管财会类

专业的相关知识，课堂部分课程的提前涉及、家庭长辈亲朋好友之

间谈话的内容涉及、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渠道播放内容的涉及以及

周围环境中各种经管财会类公司机构等近距离存在的涉及，全方位

立体化持续性的熏陶影响使得学生们在进入高校前就已经具备了

不同程度的经管财会类知识的基本素养。 

3、学习与生活环境数字化程度较低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与自学

能力不足 

新疆有待发展和提升的基础教育水平和生活环境，使得学生在

进入高校前的文字阅读理解能力与信息搜集能力、对数字处理的敏

感程度、电脑基本操作和文档与表格软件的基本使用等基础知识和

能力都有所欠缺。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中小学的学生来说，计算机的

使用及常用文字及数字类文件的基本使用，已经成为了其学习过程

中的必备内容,而新疆的部分地区的学生由其生长环境、基础教育内

容和家庭环境的差异，致使很多学生即使进入高校阶段，对于计算

机的使用依然非常陌生，而现代的很多学习、作业、实践等内容都

需要使用计算机来协助完成。同时，在接受基础教育过程中的实践

课程的比例的差异，也导致了学生之前的实践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差距。 

（二）新疆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 

自 2019 年高校开始按照要求开展课程思政的实施工作以来，

2020 年的课程思政融入工作以提高思政在专业课程的覆盖率为目

标进行开展，而未对课程思政内容的相关性进行任何要求。2021 年

开始，各院校开始进行课程思政融入内容相关性的提升工作，但系

统化且可广泛使用的融入方法和融入元素仍显不足。教育部发布的

《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20 年度）》中提出，高

校应该积极探索思政课与课程思政的建设新思路新方法，发现融入

的新元素新材料，比如将“战疫”元素融入课程思政当中。因此目

前，新疆高校课程思政实施的方向是对课程思政融入新方法与新元

素的探索。 

四、新疆特色冰雪元素融入高校课程思政 

（一）新疆特色冰雪元素融入课程思政的目标 

在新疆高校进行课程思政融入工作时，以新疆特色冰雪元素进

行课程思政融入的目标是增加课程思政对学生的教育效果，使学生

在接受相应的课程思政后，提升爱国情怀，增加对国家、对地区的

认同感，培养学生的奋斗精神，使学生愿意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

崛起、新疆的富强而奋斗。 

（二）新疆特色冰雪元素融入课程思政的建议 

教师在进行课程思政融入新疆特色的冰雪元素的过程中，应该

遵循教育部在 2020 年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中所提出的解决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的实施原则，实现

课程思政融入特色元素的有机融合，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课程思政

教育效果。在融入新疆特色冰雪元素时，可以从以下的实施方法中

进行参考： 

整理相关素材，选取合适的融入角度 

冰雪元素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同专业的授课教师可以根据

本专业自身的特点，从冰雪元素中选取与本专业相关的内容进行整

理，比如经管财会类专业的授课教师可以从冰雪产业的产业带动与

经济促进角度进行相关素材的搜集整理准备，在进行课程思政教育

时，给学生着重讲解我们党和国家对于冰雪产业带动新疆经济发展

的战略布局的高瞻远瞩，以及在以“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都不能少”的初心坚持下对于发展新疆经济、富裕新疆各族人

民的过程中所显示的坚定信念，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毫无作为故

意纵容的让资本资源无限制的流入本就富裕发达的地区与产业和

本就富足的人群，导致贫富差异巨大、社会矛盾尖锐。  

五、结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外部看，自 2022 年以

来，全球范围内的地缘冲突与动荡不断升级并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新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外部环境的逐步形成。从内部看，2021 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起始年，2022 年是新时代

新征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我国经

济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就在当下。而在复杂多变的全新的时代

中去把握机会，应对挑战，需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

需要有信仰、有凝聚力、愿为理想去奋斗、敢为使命去拼搏的新青

年。这就需要我们高校中的思政教育能够切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激发学生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及使命感，增强学生的红色信仰。 

在进行高校课程思政融入工作时，将冰雪元素作为新疆特色地

方元素进行课程思政融入，利用冰雪元素地方特色及奥运热点的双

重属性效用加成，在教育的过程中提升学生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了

解，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大局意识和集体观念，增强学生

对于党和国家的向心力，提高学生毕业后选择投身于新疆建设与发

展事业的意向，达到思政教育的较好效果，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

崛起贡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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