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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对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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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课程思政对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影响研究，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把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随机分

为实验班与对照班，实验班采用课程思政教学，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实验班学生的政治素质总得分为 70.269.37

分，与对照班 53.508.97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班学生政治素质（17.354.13 分）、思想素质（18.274.33 分）、道德素质（17.834.69 分）、

法制素质（17.814.64 分）得分与对照班 11.933.84 分、13.563.98 分、13.503.76 分、14.514.13 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课程思政

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校应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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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对国家发展有重要影响，党的十六大和“三个

代表”特别强调，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构建大学生的精神支

柱，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养，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非常重要。在高校，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主要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理论

性比较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缺乏兴趣，学习态度不端正[1]。

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处于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

政的改革阶段[2]。课程思政是教育理念和教学观念的创新，在是在专业课

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在

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时，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法

制教育，使学生对政治思想理论有深刻理解，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本研究通过对在预防医学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对大学生政治思想素

质的影响研究，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供参考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1 月，将临床医学专业 3 个班的学生随机分为

实验班与对照班，实验班学生 122 人，对照班学生 62 人。实验班与对照

班的学生在入学成绩、年龄构成、性别构成等方面均具有可比性。学生

为同一年级，同一专业，同一老师授课。 

1.2 研究方法 

1.2.1 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 

实验班在教学中结合所讲知识点，在知识、技能、素质等专业教育

目标中体现课程思政元素，通过预防医学发展史、典型案例、社会热点

问题等设置课程思政元素，采用翻转课堂、PBL 等教学方法，将思政元

素融入课堂，课前通过网络课程发放有关视频，使学生在自学中提高思

想认识。老师在课堂上通过讲解，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分组讨论，

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等方法，及时与学生互动，即时反馈，在教师的正确

引导下，学生积极思考，形成正确的认知。对照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进行专业知识教学。 

1.2.2 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评价 

大学生的政治素质评价主要包括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

法纪素质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别从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知识、政治思想

情意信、政治思想行为三方面进行评价。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数值变量资料用 sx 

表示，均数的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照班学生政治素质状况 

结果表明：对照班大学生政治素质总得分为 53.508.97 分，其中政

治素质得分为 11.933.84 分，思想素质得分为  13.563.98 分，道德素质

得分为 13.503.76 分，法制素质得分为 14.514.13 分。表 1 

2.2 实验班大学生政治素质状况 

结果表明：实验班大学生政治素质总得分为 70.269.37 分，其中政

治素质得分为 17.354.13 分，思想素质得分为 18.274.33 分，道德素质

得分为 17.834.69 分，法制素质得分为 17.814.64 分。表 2 

表 1  对照班学生政治素质状况调查结果（n=182） 

项目 知识（ sx  ，分） 情意信（ sx  ，分） 行为 （ sx  ，分） 总分（ sx  ，分） 

政治素质 3.84±1.78 3.72±1.82 4.37±1.98 11.93±3.84  

思想素质 4.21±1.67 3.87±1.79 5.48±2.16 13.56±3.98  

道德素质 4.05±1.48 3.56±1.47 5.89±2.33 13.50±3.76  

法制素质 4.17±1.53 4.32±1.72 6.02±2.89 14.51±4.13  

合计 16.27±6.84 15.47±6.78 21.76±6.71 53.5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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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班大学生政治素质状况调查结果（n=182） 

项目 知识（ sx  ，分） 情意信（ sx  ，分） 行为 （ sx  ，分） 总分（ sx  ，分） 

政治素质 5.17±1.36 5.31±1.77 6.87±2.48 17.35±4.13  

思想素质 5.15±1.98 5.69±1.65 7.43±2.27 18.27±4.33  

道德素质 5.88±1.74 5.54±1.87 6.41±2.89 17.83±4.69  

法制素质 5.12±1.86 5.37±1.72 6.32±2.59 17.81±4.64  

合计 21.32±6.01 21.91±6.75 27.03±6.44 70.26±9.37  

表 3  实验班与对照班大学生知、情意信、行得分比较 

组别 n 知识（ sx  ，分） 情意信（ sx  ，分） 行（ sx  ，分） 

对照班 182 16.27±6.84 15.47±6.78 21.76±6.71 

实验班 182 21.32±6.01 21.91±6.75 27.03±6.44 

t / 7.482 9.081 7.644 

p / 0.000 0.000 0.000 

表 4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政治素质得分比较 

项目 n 政治素质（ sx  ，分） 思想素质（ sx  ，分） 道德素质（ sx  ，分） 法制素质（ sx  ，分） 总分（ sx  ，分）

对照班 182 11.93±3.84 13.56±3.98 13.50±3.76 14.51±4.13 53.50±8.97 

实验班 182 17.35±4.13 18.27±4.33 17.83±4.69 17.81±4.64 70.26±9.37 

t / 12.966 10.804 9.718 7.167 17.431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实验班与对照班大学生政治素质比较 

2.3.1 实验班与对照班大学生知、情意信、行得分比较 

结果表明：实验班大学生知识、情意信、行得分分别为 21.326.01

分、21.916.75 分、27.036.44 分，与对照班 16.276.84 分、15.476.78 分、

21.766.71 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2.3.2 实验班与对照班大学生政治素质总得分比较 

结果表明：实验班学生政治素质总得分 70.269.37 分，与对照班

53.508.97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班学生政治素质、

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制素质得分与对照班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表 4 

3.讨论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一种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专业课程中的应运。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改革，是教育方法的深化

与创新，其核心内容是充分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把思政元素融入

到专业课程教育中，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时，对学生进行思政理论知识、

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的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与行为，使

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提升达到有机的统一[3]。课程思政教育应与专

业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全程育人、立德树

人的目标[4]。课程思政的评价有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评价以学生为中心，

结合课程思政的目标要求，评价学生的认知、情感、价值观、实践等，

根据学生在学习、实践中对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等内容的体现，及时进

行反馈，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自觉地将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内在的思想素养。研究结果表明：

实验班学生政治素质总得分 70.269.37 分，与对照班 53.508.97 分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班学生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

质、法制素质得分与对照班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

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在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尚未成熟，心理发展尚在

进行中，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5]。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务工作者，在学习

阶段所接受的教育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多元

化价值观并存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培养不仅要重视文化教育，还要重

视思政教育[6]，进行专业课程教育改革，积极建设思政课程，把思政思想

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有机地融合起来，真正实现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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