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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样态
李　迪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现阶段高校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存在一定阻力，主要表现在专业课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学的积极性普遍不

高、从事思政教学的素养和能力不足、“课程思政”教学存在融合障碍以及“课程思政”的学习效果评价较难。有效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应从学校层面统筹“课程思政”的设计与规划、出台“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激励政策、提升教师“课程思政”

教学能力、根据专业课的特点灵活制定思政教育方法以及采用灵活形式考察学习效果等方面着力，破解“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中存在的障碍，全面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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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高校加入思政教学改革，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立

德树人加入到当今社会高校中去，作为高校教育最为重要且

不可缺少的一环，对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塑造是非常重要

的，其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学生的以后生活中。那么在现在的

处于校园的学生来说，最为重要的渠道肯定是课堂或者说课

程，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相互协调，相互

结合，相互渗透，充分发挥各自应该有的作用。那么我们该

如何优化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样式呢？下面对此进行浅显的

讨论。

一、高校课程思政概述

课程思政属于一种教育观与课程观，旨在将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贯穿于各学科课程教学的所有环节中，通过高校教师

传授知识与开展技能训练，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思想价值观

念，进而促进教书与育人的有机和谐统一。课程思政遵循以

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彰显与自主性的发

挥，而且重视体现教学主体与教学内容的开放性，要求各学

科专业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课与各学科专业课程之间的融合，构建科学的课程思政教学

体系，使学生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教育教学重

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方法进行改进，具有全员育

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特点。

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

重要部分，它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习总书记新时代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对当代大学生的

爱国情怀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塑造，除

了这以外，提升“四个自信”也是其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今

社会信息技术不断的发展，大学生接受新鲜事物以及信息的

速度非常快，信息量也非常大，在这种泥沙俱下的前提下，

各种有害腐朽信息是我们顾及不到的，非常容易对学生产生

不好的影响。

令人堪忧的是，由于大学生长期处于象牙塔内，社会阅

历并不丰富，分辨能力不容乐观，意识形态容易随波逐流。

于是全面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则对现阶段高

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如今，

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来实现。然而，思政课程的学时极其有限，而且通常只在低

年级开设，很难起到全程育人的作用。因此迫切需要拓展新

的途径多管齐下共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中提到了“想要在大学中对学生

的思想观念进行渗透，最为可行也是最为重要的办法就是在

利用好课堂教学或者说是利用好课程教学。”从这一点来说，

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学生经常使用的课堂或者课程中有非常好

的亲和力，这对学生长期接触有非常很好的包容性以及期待

性，与此同时其他的科目也要起到自己相应的作用，种好自

己的“责任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不能仅依赖思想政

治理论课，其他专业课程也应发挥各自的特点积极参与进来，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共同促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情操的全面升华。在习总书记的倡

导下，全国各高校都积极开展了“课程思政”的改革试点工

作。虽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绩，但由于仍处于探索阶

段，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和困难。本

文针对“课程思政”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提出系统化的解

决路径

三、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样态

（一）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进行优化设计

要实现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优化设计，需要做到以下几

点：①探索专业课程中蕴藏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这也是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高校要厘清各学科课程的特

点，找准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点，并组织各专业

课程协同配合，展开系统、全面的挖掘，即从专业层面上明

晰整体挖掘要求及专业培养目标。在此前提下将具体的目标

与要求细分给每个专业的每门课程，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不同

课程进行重复的挖掘工作，同时能使同一专业在总目标的指

引下形成合力。需要注意的是，在课程思政的实践教学过程

中，挖掘工作会随着教师思想认知的变化而不断深入，使得

思政元素不断得到补充，而且新的方针政策、理论思想的形

成，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断得到更新。所以，思政元素的

挖掘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紧随时代发展的趋势，不断

丰富与充实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②促进思政教学与专业

课程教学的有效融合。要想实现思政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知

识相契合，需要在明确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二者关系的基础

上，通过巧妙的课程设计，使每个思政元素准确切入该门课

程的专业知识中。从更高层次上讲，各门课程通过与思政建

立协作关系，使思政元素与课程之间的融合上升为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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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之间的融合。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思政内容不能一次

性融入专业课程，这时有必要将整体的思政内容划分为几部

分，分阶段、分层次地融入专业课程，在融合过程中还要突

出重点，并做出深入分析。而且，思政元素的融入需要结合

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焦点问题等，使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

内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③确保课程思政内容的实用性。

在实际的课程思政实践中，高校教师要在深入分析课程思政

价值、综合考虑学生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加快课程的修订与

开发，并结合各专业学科的背景，对网络素材进行充分的搜

集、辨别与选择，将现有的教育资源与网络资源进行整合，

实现课程思政内容的多样化，还要定期更新课程思政的知识

内容，从而使学生既能学习专业知识又能理解思政知识。

（二）出台“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激励政策

前文提及“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可能会遇到教师参与度

低的情形。因此如何调动教师参与“课程思政”的积极性是

领导小组面对的首要问题。作者认为教务处可以出台以下几

项激励政策：第一，调整“课程思政”系数。“课程思政”需

要在专业课的基础上融入思政元素，这意味着教师在搜集素

材，创新教法上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为了补偿“课程思政”

教师额外的工作量并且起到激励作用，可以适当提高“课程

思政”的课程系数。第二，加大对涉及“课程思政”教改课

题的支持力度。“课程思政”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如何构建

完善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如何解决“课程思政”教学

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需要加以研究探索。因此学校应该鼓励教

师积极申报“课程思政”教改课题，对校级“课程思政”课

题立项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优先推荐“课程思政”课题申报

省教改课题。第三，很多高校每年都会评选出年度教学十佳

教师表彰教学业绩。为了体现出对“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视，

学校应该为优秀“课程思政”教师留出一定名额的绿色通道。

除此之外，具有职称评审自主权高校的人事处可以将是否从

事“课程思政”教学以及教学效果制定为职称评定的一个重

要参考指标。由于职称晋升是高校教师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里

程碑，受到教师们的普遍重视。因此，将“课程思政”教学

效果纳入到职称评定参考体系中必然会大大激发教师参与

“课程思政”教学的热情。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应坚持与时俱进，正确把握课程思政的

内涵及特点，从课程思政师资团队建设、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设计及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全力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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