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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三个问题，分别是什么是课程思政？为什么要搞课程思政？如何搞好课程思政？并针

对这三个问题分别进行了回答。本文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论述，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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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已经在各级各类高校中全面展开，但是关于

什么是课程思政，为什么要搞课程思政，如何搞好课程思政等基本

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这将严重制约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开展和教学

效果。针对这三个问题，本文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回答和阐述，希

望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新的参考。 

一、什么是课程思政？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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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论述成为课程思政认

识的缘起。2018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出，“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

类学校的共同使命”，“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2]。这次会议是对课程思政认识的深化。自此之后，

全国高校全面展开了课程思政建设活动。 

课程思政的内涵，它一种将专业课与思政课融合的创新思想政

治理论教学方式，通过广泛挖掘各类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与高

校少量的思政课程形成协同效应，实现高等教育全课程、全员思政

教学的整体格局[3]。课程思政的本质是将专业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道德教育三者有机结合，以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为桥梁，把思想

道德引导、价值塑造融入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去，使以专业教育为

主的高等教育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功能。 

二、为什么要搞课程思政？ 

1. 现有思政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 

高校没有思政课程吗？答案是有，而且还不少。例如现在普通

高校大多数非政治类专业的学生要学习 5 门思政课程，包括“思想

道德与法制”、“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

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式与政策”。另外

有些专业还包括 2-3 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从上述这些

课程来看，高校是不缺思政课程的。 

既然高校已经开了这么多思政课程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搞课程

思政呢建设？由于思政课程内容的性质，以及有些教师讲课方法的

原因，很多学生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始终觉得思政课程枯燥

无味，提不起兴趣，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大学里流传

着一句话，“思政课程”就是用来补觉的。 

2.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以前的时候，提起大学，人们常用“象牙塔”这个词来形容，

给人的感觉是纯洁而高级，因为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在里面做

学问。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提起大学，人们会说大学也是

个“小社会”，言下之意，不管好的坏的，社会上有的东西在大学

里都有。以前的说法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在的说

法是“即使你考上清华北大了，你博士毕业了，不还是要去工资高

的深圳中学当老师”。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提倡的“爱国、牺牲、奉

献”等观点面社会上汹涌澎湃的“金钱至上”的观念，总是显得那

么苍白无力。 

3.思政教育是软指标 

高校的三大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由于

实用主义当道，其中关于人才培养，大多数高校关注的重点是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某类专业知识，掌握某些

专业技能，毕业后能适应某些工作岗位的人。至于这些学生的思想

政治觉悟怎么样、思想道德水平有多高，因为它一般不作为学生获

得某些专业性工作岗位的硬性要求，因此往往被轻视。 

大学生是高智商群体，在中学阶段通过个人努力在学习上获得

了成功。但是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大学生发现学习好、成绩好不再

像以前一样，是大家公认的唯一的评判标准，甚至不再是重要的评

判标准。于是很多学生失去了旧有的目标，但没有建立新的目标，

导致对人生、对前途充满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心理健康辅

导老师发现超过三成的北大新生厌恶学习，感觉不到人生的意义，

得了“空心病”[4]。 

针对这一问题，清华大学在教育工作讨论会中总结出“价值塑

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5]，把价值

塑造放在了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前面，这就是要突出价值塑造在

培养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只重视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其实就是

把学生当成一个“工具人”来培养[6]，培养出来的人“能”做某些

事，而价值塑造则起到更深层次的作用，那就是让学生思考或明白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4、新时代要求高校必须加强思政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穷苦百姓

过上好日子，一直在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我们一直落后，

我们的角色是学习者，只要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发展所用，我们都拿

过来用，所以我们获得来了快速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很

多方面的发展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达到了齐头并进的状态，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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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处于领跑状态。当我们跟跑的时候，

我们只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跑得更快，尽快赶上领跑者。 

当我们面临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领跑者，没有学

习的对象，只能靠自己。新时代的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光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领跑是不够的，它

只能让我们跑得更快，但是它解决不了往哪里跑的问题。课程思政

解决的就是思想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道路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中，从先贤大德的思想道

德中，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切为了人民”政治信仰中汲取营

养，生出自己的根，发出自己的芽，创造出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如何搞好课程思政？ 

1.课程思政不是溶盐入水 

关于如何搞好课程思政，很多学者提出把思政内容悄无声息地

加入专业课教学中，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思政教育。并且有两

个非常常用的词语，那就是“溶盐入水”、“润物细无声”[7,8]。 “润

物细无声”是没问题的。春天万物复苏，水分正是需要的东西。而

“溶盐入水”这个词看似很有道理，实则不然。把盐溶解在水里，

是的，盐看不见了，但是嘴能尝出来。学生渴了，要喝白开水，不

喝盐水。“溶盐入水”本质是障眼法，是“偷”、是“藏”、是“潜”。

我要说的是专业课知识就像白开水，思政元素就像里面的矿物质，

本来就是存在的，虽然你看不到尝不出来，但是它就在里面，喝下

去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大有益处。 

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性 

理工科专业的学习内容，更多的属于自然科学，而思政内容更

多的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二者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

另一方面说，理工科的专业课知识是有学理性的，或者说有内在逻

辑性，同样的，思政内容也是有学理性的，或者说也是有内在逻辑

性，二者共有的内在逻辑性就是打通它们之间联系的根本所在。因

此深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统一性，是搞好课程思政建设的

关键。 

这里仅以大学物理学中光学部分“光的波粒二象性”为例，示

范我们可以如何开展思政教育。光学中最初发现光具有波动性，可

以发生干涉和衍射，后来发现光又具有粒子性，因为存在光电效应，

现在统一的认识是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从这个知识点抽离出来的本

质就是单一的事物具有双重属性。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可以拓展出各

方面的思政教育元素。首先，可以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是

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体”[9]。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产物，其生产和生活又具

有显著的社会性。所以人和光一样，具有双重属性。 

其次，我们可以联系到道德方面的人性的善与恶。其实每个人

内心都存在善的一面和恶一面，如同硬币的两个面。在不同的环境

中，人性的善或者恶会被诱发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尽量抑制

内心的恶，弘扬内心的善，让我们营造一个大的善的环境。再次，

我们还能联系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阴与阳，每个事物都具有阳的属

性和阴的属性。月亮在最圆的时候已经埋下了缺的种子，冬天在最

冷的大寒时节，阳气已经开始萌生。 

3. 我们该怎么做 

那么我们的专业课教师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多看书，多看个学

科，各个领域的经典书籍。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提高自己的政治

修养，才能与自己的专业课程相结合，课程思政建设才能出效果。

西方顶级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专业，“通识课程”类课程占

了大半壁江山[10]，这其实也说明西方顶级大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视。我们现在很重视专业领域知识的传授，忽视了思想领域的培养，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某些领域的专家是没有灵魂的专家，他们或许

能够解决某一领域的难题，但是对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他们不能

给出有帮助的指导。 

其次，要求我们的高校教师多关注国家大事，多关心民族前途，

而不是只关心自己的钱包够不够鼓，自己的名声够不够大。这样才

能真正沉下心去做学问，真正用心去发现自己所教授的课程内容与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真正搞好

课程思政建设。有人说你这是 “沟油海心”，吃地沟油的命，操着

中南海的心。但是我要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往大了说，是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往小了说，是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不再

因为落后而挨打。鸦片战争过去了还不到两百年，抗日战争过去了

也还不到一百年，我们的民族不应该这么健忘。 

结束语 

课程思政建设方兴未艾，搞情况什么是课程思政，为什么要搞

课程思政，如何搞好课程思政，对我们今后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大

有裨益。搞好课程思政建设，不但可以解决现在大学生的思想迷茫

问题，而且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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