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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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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沈阳  110045） 

【摘  要】高校“课程思政”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促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师践行教书育人使命，

促使学生完善自身人身观、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教师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的引导者，起着表率和模范作用。然而在课堂教学中，因学科不同、教学内容不同，“课程思政”目标

的确定和具体实现形式也将有所不同。所以在高校如何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是每一位高校教师需

要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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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提出的背景 

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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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的发言中再次提到“课程思政”，并明确指出，高校落实

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就是实施“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于各类课程当中，构建起全课程育人的体系。 
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延伸，是基于国家

思想教育全局角度出发，提出的思想建设策略。这一策略

的提出不仅预示着“课程思政”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的战

略高度，也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课堂教学不能只停留在书面层次，要与社会实践接轨，

不能只重视专业学习，还要重视思想教育。所以，一个完

整的、合格的高校课堂，教学内容不单单包含知识层面的

内容，还要有思想层面的内容；在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中，

理论不仅仅是专业理论，还要有思想政治理论。 
可见，在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将思

想政治理论与社会专业实践相结合，意义深远而重大。 

2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现状 

通过对一些文献的搜索和整理，发现有关高校“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方面研究的成果近几年呈现出逐步上升趋

势，但大多为理论研究或是基于人文类学科的“课程思政”

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成果均停留在对某一堂课或某一教

学片段的“课程思政”策略研究,针对某一具体学科尚未
形成较为完整的“课程思政”理论体系和“课程思政教学

设计”案例库。 
所以，针对某一学科建立完整的“课程思政”理论体

系和目标体系，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研究具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 

3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 

1.1  重视高校教师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1.1.1  教师对学生价值观的表率作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教育者本

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阐述道：“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

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显然，作为一名育工作者，不能自带优越感，要虚心

接受各方人士给我们的意见和建议，要从中总结教训，累

积经验。一名称职的教师，首先要从思想上武装自己，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只有

这样才能在学生面前起到表率作用，不愧人师。一直以来，

教师作为社会好风尚的倡导者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对学

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校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基本构建，但尚未定形的阶段，高

校教师价值观的表率和模范作用对学生的影响将是深远

的、至始至终的。 
1.1.2  教师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对高校学

生形成诱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学生的价值观念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多元化的局

面，很难做到统一。 
所以，要求高校教师要更加注重自身政治修养的提

高，不受外界的影响和诱惑，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践行者，敢于在学生面前明确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应该是正面的、极积的向上

的。诸如“乐于助人”“谦逊礼让”“尊师重教”“尊老爱

幼”“廉洁奉公”“理解”“宽容”⋯⋯这些美好的品德都

应是我们主流的价值观。 
然而，高校教师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受家庭教育、后

天习惯养成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思想并不能完全

达到表率作用的可能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不应该停

止不前，要不断的学习，扩充知识面，提高见地，要更加

注重思想的进步，要利用一切机会增加自身知识储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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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综合素质修养。只有这样，作为新时代的高校教师才能

以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学生思想校正”的保障者；

用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浓厚的情感，做社会主流价

值观的引领者。 
1.2  知信行统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课程思政”是课堂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要在课堂中深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历史

经验向我们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谐稳定、长治

久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向学生逐步渗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作用。 
但学生仅仅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不够

的，一定要坚持知、信、行合一。高校教师要帮助学生积

极认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的精神追求和信

仰，并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社会工作中自觉践行。 
1.3  建立健全“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体系 
1.3.1  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关键内涵 
“课程思政”建设，是教师对于“传道、授业、解惑”

的追本溯源。“授业”是一名教师的基本职责，“解惑”是

一名教师的责任深化，“传道”是一名教师的教育使命。

教师，作为思想的传播者，不仅要做思想的传送带，更要

做思想的引导者。 
所以，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要重视“课程思政”

的重要作用，要时刻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要时刻记住

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 
1.3.2  教学目标中体现“课程思政目标”内容 
现阶段，最新的课程标准里，课程教学目标主要从三

个方面进行设计，具体包括知识和能力目标、过程和方法

目标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其中，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目标的实现即是对“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 
“课程思政目标”的确定与实现不应该独立于课堂内

容进行单独设计，因为这样操作显得死板而突兀。在教学

设计过程中，应结合学科内容特点，来确定每一堂课的“课

程思政”目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融入到课程教

学目标体系中去。 
例如，“JAVA程序设计基础”循环结构语句的教学设

计。在确定“课程思政”目标时，从循环结构语句反复执

行的特点出发，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设计为：培养学生

的环保意识。因为，某种角度上来说可将环保看作循环再

利用的过程。 

1.4  多元化实现“课程思政”目标 

1.4.1  将课程思政目标环节化 
在具体教学中可以根据具体的“思政目标”从导课、

新授、总结、练习等各个教学环节入手，进行整体教学设

计，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将“课程

思政”环节化。 
例如，上述例子中，在教学设计的总结环节中，顺着

循环结构语句反复执行的特点呼吁“作为新时代的大学

生，要加强环保意识，重视循环再利用，争做环保志愿者。”

从而实现“思政”目标。 
此外，在“JAVA 程序设计基础”语法规范的教学设

计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设计为：无以规矩，无以成方

圆。在教学新授内容环节，首先，通过上机演示程序设计

的语法规范要求；其次，举例说明，如果一条语句结束后

不加分号，程序存在语法错误就不能执行；最后，引出“不

以规矩，无以成方圆”，以此强化学生对社会规则的认同

感，最终实现本堂课的“思政”目标。 
1.4.2  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政目标 
高校的学生刚刚成年，思想已经接近成熟，个性张扬，

自主意识强，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是不科学也不可取的，

教师要结合专业课程特点，深入挖掘思想教育元素，丰富

课程思政内容，将思政内容完整化、趣味化。“思政目标”

的实现应该做到“润物细无声”，应该将思政内容潜移默

化的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 
例如，前面提到的“培养学生环保意识”“不以规

矩，无以成方圆”都是对计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

践。 
总之，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在“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中，教师要深入探

索课程思政的内涵，要弄清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并用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影响学生，同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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