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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的“思”与“行”

——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为例

齐艳			刘怀刚

摘要：当前立德树人是高校的主旋律，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作为应用性本科的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们的主旋律。时代背景对高校师生来讲，影响甚至决定

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课程思政内涵的解读也不例外。“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从

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思想到教师再到学生的实际执行三个维度，抓住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有机联系，通过近三年的实践，

深度跟踪了 10 个学院的多门课程，体现了民办高校对课程思政的思与行，为更好的践行课程思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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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的根本任务。2016 年 12 月，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上

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即培养什么祥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间题，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目前，学术界关于“课

程思政”的概念归属大致存在六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同的

论述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揭示了课程思政的某

一个方面，分别是“课程类型说”、“教育理念说”、“思

政方法说”、“教学体系说”、“实践活动说”和“多重属

性说”。学术界关于理论探讨的较多，而反应实践成果的较

少，其实，在构建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课程思政”实践体系

过程中，怎么理解课程思政是非常关键的。本文尝试追踪我

校的课程思政系统性建设过程，对构建理念进行分析和解

读，剖析专业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将课程思政实现路径

以本面貌呈现，从中发现问题，对症下药，找到方法，指引

我们不断改进，做的更好。

构建“课程思政”实践体系的应有之义

通过前期访谈了解到，目前我校大学生中不少的同学

将自己的职业理想定位为“网红”等。从这一现象中，我们

不难发现大学校园正在培养出不少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不

仅对高校教育者来说提出了新的问题，更对我国的文化教育

发展事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我们对云南经济

管理学院的“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情况展开全面而细致的

调研。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上，主要从以下维度展开：师生对

“课程思政”内涵的认识、理解以及认同度；教师在实施“课

程思政”过程中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在

“课程思政”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需要解读的问题。

本次调查问卷共计有 1401 份有效学生问卷和 68 份有效教师

问卷。在调查问卷的同时还对部分同学和师生展开了个别访

谈和集体座谈。通过对问卷及访谈的分析整理，认为云南经

济管理学院之前实施的“课程思政”中在学校、教师、学生

三个层面存在问题，总结如图 1 所示：

图 1  “课程思政”调研存在问题

具体来说：首先学校方面，育人格局有待提升。一段

时间以来，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逐渐将就业作为人才培养重

要导向因素，以实用为主要内容，致力于将大学生培养成某

种专业人才。在调查问卷中有 38% 的学生认为思政教育对

大学教育而言仍属“鸡肋”，并不能为将来的就业提供实质

的帮助。长此以往，逐渐淡化了高等教育本该承担的创新和

传承中国文化的内涵，弱化了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在一

定意义上失去了“育人为本”的根本使命。我院专科层次的

同学调查中有 50% 以上的学生认为思政课只要出勤就很好

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不足“抬头率不高”等问题比较

突出态度来学习，本科学生稍好些，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还需进一步提升。其次，学生方面，43%

的学生不知道“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区别是什么，

很多人甚至认为两者的内涵是一样的。说明学生对于“课程

思政”的认知相当模糊。53% 的学生认为专业课程比思政

课程更重要，甚至有部分学生对于思政课仍然抱着混日子

的态度来学习。第三，在教师问卷中，82% 的专业课教师

认为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有待提升，36% 的教师认为

需要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47% 的教师认为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和学习。在回

答“课程思政”改革中的难题时，42% 的专业课教师认为

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存在困难；30% 的教师认为教学

设计不易开展；18% 的专业课教师认为难以找到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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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课程的切入点；10% 的专业课教师反映生硬的切入，

学生并不认同。这些数据说明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的

教学方式上存在诸多难题。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

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从顶层设计、理顺关系、具体做

法几个方面，全方位行动，持续性推进。“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二者异同？从现有的实践探索来看，无论是“思政

课程” 还是“课程思政”，都是以“课程”教学为手段，

以教师为关键，以学生获得感为旨趣，都需要一定的保障机

制。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思政课程”要 “灌输有方”，“课

程思政”要“融入有道”。显性与隐性相结合，润物无声的

方式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课程思政的整体改革方案

应当是围绕着学校和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

方案、并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历史、学科特色和资源优势而

“协同”展开，明确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即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任课教师科学论证“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的结合点，

以教学改革立项课题的形式，建设一批课程典范→进行三全

育人建立专业思政建设的常态化运营机制。

微观层面的实施与跟踪调查

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容易把专业对学生的总的要求

简单理解为对某门课程的课程思政要求，忽视了课程思政的

双重性，以及教师“挖掘”“融入”的责任。通过近三年的

实践，深度跟踪了 10 个学院的多门课程从以下四方面改进

了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和实践活动。

1、课程思政一体化和专业化设计

在发挥“课程思政”作用的专业课和通识课上，教师

要“明道、信道”，旗帜鲜明地站稳立场，针锋相对地批判

错误观点、引领社会思潮。所以要把专业思政、课程思政一

体化设计，同时应分工负责，协同推进；比如：思政教师与

财金学院专业课教师共同为《金融学》课程整合的多层次、

多角度家国情怀（见表 1）：

表 1：《金融学》课程整合的多层次、多角度家国情怀

（部分）

2、课程思政与线上教学的隐性结合

线上教学为课程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教学手段，而线上

教学与课程思政的隐性结合则可以实现教学育人主渠道作

用，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同推进。以《银行会计》为

例，课程思政设计如下：（1）教学目标中增加“课程思政”

教育目标，修订并完善融入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大纲和课程

设计大纲；（2）把课程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之中，

在蓝墨云班课平台增加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分为讨论

模块和测试模块，设计基于课程思政内容的测试内容；（3）

分享课程思政时事案例教学资源，积极引导学生客观评价认

识社会热点问题，形成正确三观。（具体实施步骤见图 2）。

课程思政并非是在原有专业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叠加思政话

语，而是根据专业课程的特点，建立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

机融合的“生产性关系”。推而广之，一个可实现的路径是：

采用更精细化的教学设计模式：将关键知识点与具体案例相

结合，隐性融入思政元素，将思政内容通过测验、作业、讨

论的方式巧妙的融入，教师对相应任务预先设定经验值，学

生通过完成任务获取经验值而进行综合排名。这样不但从课

程设计层面融入了思政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课程思政的

结果进行评价，获得及时反馈。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职业

兴趣、爱国情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图 2 课程思政与线上教学的隐性结合课程实施步骤

3、 思政课程的社会实践建设

思政不应局限于课堂，更应延伸至课外实践。在实践

的过程中注重职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养成，增加学生对社会

的了解，以实践中实现课程思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通过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先后开展了赴怒江州泸水市推

普攻坚实践队，制定了“十个一次”实践方案，具体包括：

一次生动的团课学习、一次系统的实践思考、一次深入的入

户调研、一次晓喻人心的政策宣讲⋯⋯。从推普攻坚一线到

爱心公益支教，从体悟实践成才到关注家乡变迁，学子们“植

根家国热土，砥砺成长担当”。

总结

目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经过近三年的实践，从效果看，

“课程思政”的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在“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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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处于“课程思政”改革初级阶

段，对比学校“课程思政”改革前虽然有了一定的变化，但

没有达到质的飞跃。在今后“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除加

强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协同育人方面的机制建设外，还需进

一步完善对“课程思政”工作的管理与领导制度。当然，“课

程思政”建设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比如说专业课师资队伍的

建设并不是单单由学校就能够完成的，还有着一系列的内部

配套机制和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同时，“课程思政”凝聚

力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实践探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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