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期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困境及策略研究

第21卷第2期

2022年6月

Vol.21 No.2

Jun.2022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困境及策略研究
刘丙雯

（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实现“三全”育人大格局的首要条件以及思想政治

教育取得实效的强力辅助。当前课程思政建设仍面临困境，集中表现在教育主体、体制机制以及教学过程中。为提高课程

思政建设的实效，必须以教育主体改革为突破口，提升课程思政育人实效；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着力点，破除课程思政建设困

境；以教学过程改革为落脚点，直击课程思政建设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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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omple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cultivation,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realizing the "three-in-one" pattern of education and

a powerful auxiliar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achieve actual results.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s still facing difficultie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 the system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tak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subject as a breakthrough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reform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as the focus, the dilemma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broken. With the

reform of teaching process as the foothold, the difficul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s directly atta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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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20年5月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专门指

导，指出“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任务”[1]。课程思政是指以建构“三全”育人

格局的形式，使得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的综合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为思政课的守

正创新指出了新方向，对于高校坚持正确的办学

方向以及培养合格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工

作者应深刻认识课程思政的时代价值，坚持问题

导向，善于解决并突破课程思政的困境，从而积极

探索并实践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

1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价值
1.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2]，主要通过课程

教学和实践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深度融

合，以实现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塑

造。高校教师作为育人的主力军，通过课程思政寓

价值引导于大学生知识学习与能力实践中，并致

力于高素质人才培养，承担着“三全”育人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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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任务。通过课程思政建设，高校能有效解决

专业课与思政课“两张皮”的现象，能够真正将育

人与育才相统一。在此过程中教师凭借自身渊博

的专业知识、高超的教学技能以及高尚的育人情

怀与道德情操不断教育学生，使得学生的思想与

行为取得实质性进步，不断养成良好品德行为习

惯并塑造健全人格。同时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培

育时代新人以及推动民族复兴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教师在课程思政中通过深入挖掘每门专业

课中蕴含的丰富课程思政资源，不仅能帮助学生

获得专业知识、了解并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也能

促使学生塑造健康人格与良好职业道德操守，从

而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

接班人，进而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地落在

实处。

1.2 实现“三全”育人格局的首要条件

课程思政意在将正确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的

知识学习、能力锻炼以及素质提升的过程中，其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学，要求高校教师不仅应具

备基础的专业知识与素养，也应具备课程思政的

能力即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相统一的能力。具体

来讲，高校教师应具备最基本的育人能力、将思政

课与专业课深度融合的业务能力、教学与生活深

度结合的教化能力，促使高校思政课、专业课以及

教学管理协同“运转”，以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3]。高校教师只有深度认同课程思政的教育理

念才能促使其积极实践教育的相关要求，并在教

育过程中坚持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

道德情操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做好学生人生道

路上的“引路人”，激发其为实现社会进步与民族

复兴而奋斗的昂扬斗志，促进“三全”育人格局的

实现。

1.3 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强力辅助

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虽取得了巨大实效，但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

部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存在一定“扭曲”，例如在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追求流量的影响下，部分大学

生还存在拜金主义、奢靡之风、攀比之心、盲目追

星、迷恋网红等不良现象，偏离了核心价值观与中

华传统美德。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我们的思政教

育存在“漏洞”之处。课程思政仍具有强烈的现实

意义，只有坚持以思政课为“主干”，以课程思政为

“分枝”，并不断修整，思想政治教育的“果实”才能

落到实处。课程思政效果与思想政治教育成败具

有关联性，各专业课教师应主动承担起育人的任

务，与思政课教师积极配合、相互补充，共同致力

于立德树人的任务，使得课程思政真正落实到实

践层面，落实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每

一个学生的头脑与行动中。

2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
2.1 教育主体：能力素养有待提高

教师是课程思政实施的主体，但对大部分教

师而言，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只有主

动接受挑战、积极提高自身职业素养才能更好地

完成课程思政育人的重大使命。首先，部分教师对

课程思政的思想重视程度不够，未认识到“只有确

立坚定的课程思政的理念才能实施立德树人这样

打基础、固根本的工程”[4]。当前部分教师对课程思

政理念的认识较模糊，认为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

的讲授是两条完全平行的“直线”，与自身无关且

只需上好专业课程即可，同时，部分高校教师在科

研任务的重大压力之下，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与

精力准备课程思政教学，导致课程思政实效甚微。

其次，部分教师的能力素养难以胜任课程思政的

高要求。部分教师缺乏思政教育资源的挖掘能力、

融入能力以及言传身教的能力，相比于“愿不愿”

的问题，“会不会”与“能不能”的问题更是制约当

前课程思政的重要因素。[5]怎样将专业课程讲的既

有思政课的“味道”，而又不失本身的学理性，对高

校教师的水平提出了巨大考验，且日常生活中教

师言行不一致的做派，也严重影响了课程思政育

人实效的发挥。此外，课程思政教育是当前对专业

课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但各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

政教育的情怀“尚浅”，在现实生活中，部分专业教

师自身缺乏家国情怀以及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只

负责自己的教学工作，导致课程思政教育缺乏“温

度”，未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2.2 体制机制：奖评体系有待完善

课程思政体制机制是否完善关乎其最终的教

育实效。首先，激励机制的不健全降低了教师的教

学热情。当前课程思政对高校教师提出了诸多要

求，但并未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在职称评定、选

拔培训、评优奖励、绩效考核等方面也不够完备，

对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激励不大，致使

部分教师工作动力不足、教育效果欠佳。其次，评

价体系的不完善降低了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效。评

价体系与课程内容、授课方式、教师积极性直接相

关联，是对教书育人、才能品德等多方面量化的结

果，具有直观的效果，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教师就

缺乏外部鞭策的动力，也就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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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的任务往往会成为要求上的“硬任务”、

考核上的“软指标”[6]。此外，课程思政是一项复杂

工程，且不同专业进行的思政化教学各有侧重，因

此各学院需针对其专业特色设计不同的育人方

案，并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互补，实现教育信

息、教育资源的共享，以避免育人侧重点的“扎堆”

与育人内容的“断崖”，从而促使学生接受全面的

思政教育。

2.3 教学过程：资源利用有待优化

课程思政资源的系统挖掘与利用是课程思政

建设的难点，其关乎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效。难点之

一是“怎样挖”。每门专业课程都有其内在的思政

教学资源，但由于课程本身的知识体系、逻辑关系

以及教师自身能力、意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

致思政教育资源的挖掘存在不同程度困难，加之

部分教师在挖掘过程中存在的生搬硬套或粗放式

堆积等现象，致使教学成效不佳。难点之二是“如

何融”，即如何将课程思政资源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应该像盐”，[7]专业课程中思政资源的融入也是如

此，如果挖掘不足会牵强附会，如果过于刻意，则

会使得课程思政流于形式、华而不实，且思政资源

与专业课程结合得“过早”或“过晚”都会错过教育

的最佳时机与“火候”，降低教育的实效。难点之三

是课程思政教育的整体规划不完善。由于每门课

程自身的专业特性，其精神追求也各有自身的侧

重点，例如历史学科偏向于家国情怀、物理学科偏

向于科学家精神、医学教育偏重于“医者仁心”，这

就使得单个大学生个体所接受的思政教育相对而

言较“片面化”，为此，每门学科都应在课程思政理

念的引领下在自身学科范围内建构一套系统完备

的课程思政体系，使得大学生能够接受到全面、系

统化的教育。

3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策略
3.1 以教育主体改革为突破口，提升课程思政育人

实效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

要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使得课程思政效

果落到实处。首先，部分教师要在思想认识上给予

课程思政教育高度的重视。要引导教师从思想、心

理与行动上自觉、主动地接受课程思政的理念，并

通过讲座、会议等形式加强对相关政策及精神的

解读，通过定期开展教师职业道德培训、优秀教师

经验分享会、集中学习培训、实践基地学习等活动

加强对教师的教育与熏陶，激发广大教师对大学

生进行思政教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坚持教书与

育人的统一。其次，部分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课程

思政的本领。部分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马克思

主义基本素养，不仅做到对本专业课程的“精”，更

要做到对思政课程的“懂、信、用”，高校也要积极

为教师搭建能力提升平台，通过名师工作室、科研

交流学习、案例教学比赛以及与思政课教师“结对

帮带”等形式切实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并积极鼓励

其将科研成果融入到教育教学中，从而为课程思

政教育提供多角度学术支持。最后，教师要坚持以

情入教以增强课程思政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只有

课堂的深情怀和真感情才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共

鸣，使课程思政教育走进学生内心深处、育人育

心，同时教师也只有牢记从事教育行业的初心，饱

含家国天下之情，甘做辛勤的园丁，具有独特的人

格魅力、高尚的教育情怀，才能培育出祖国的美丽

“花朵”。

3.2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着力点，破除课程思政建设

困境

制度“提供了人们相互影响的框架”[8]。当前课

程思政建设较难、效果难以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制度体系的不健全，要解决课程思政建设

的痛点，就必须以体制机制为着力点，完善奖评体

系以破除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首先，激励机制是

课程思政取得实效的“催化剂”。一方面，部分高校

要完善精神激励体系，可以通过师德标兵、教学能

手、最美教师以及我最爱的教师等评比方式塑造

一批课程思政教师先进典型，并为其颁发荣誉证

书或进行优秀教师风采展示，以提升教师的精神

获得感，同时，学校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并支持教

师的课程思政工作，要形成重视课程思政与课程

思政教师的良好氛围，从而增强课程思政教师的

荣誉感、获得感与价值感，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实

效。另一方面，部分高校也要建立相应的物质激励

体系，例如学校应在绩效工资考核方面给予一定

倾斜，设立专项课题经费以供教师使用，各学院也

可根据实际教学成果设立“课程思政基金奖”，对

于课程思政做的较好的教师进行定时评比并颁发

奖励，或将课程思政教学成果适当纳入教师考核

评价体系之中，以激励教师自觉将课程思政工作

纳入教育教学计划中，但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公

平、公正、透明、适度的原则与一切为了学生发展

的理念。其次，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引导课程思政走

向的重要向标。高校要设立科学多元的课程思政

评价标准，对教师进行评价时不仅要注重论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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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课题立项等成果层面，更要注重如何将这些科

研成果更好地融入教学之中，要注重“以研带学”

的过程性评价，同时也要加强对教师理论水平、为

学生服务意愿以及价值引导能力等方面的评价，

引导教师关注学生的成长动态，实现“以评带教”。

此外，高校也应通过学生座谈会、教职工代表大

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加强师生评价体系的顶层

设计，健全评价体系，必要时可以采用先量化后质

化的“二次评价”模式[9]，以促进师生全面成长。

3.3 以教学过程改革为落脚点，直击课程思政建设

难点

要破除课程思政的难点，就必须在思政教育

资源的挖掘、融入以及课程体系的建构上有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要具

有科学合理性。每门课程都是若干“知识元素”的

集合体[10]，在挖掘过程中必须要注重知识的前后一

贯性、系统性以及整体性，应将课程思政作为一种

教育理念，在传授好本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注重

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解决现实问

题入手，杜绝抽象化教学，使得学生感受到“天边

道理”与“身边故事”的一致性，增强学生的切身体

验感。与此同时，课程思政必须关注到学生是现实

的人，在教育过程中要结合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

大问题、热点问题进行生动化教学。其次，把握融

入的技巧，注重“三个度”。思政元素融入教育教学

必须要注重融入的深度，做到与教材内容、教学理

念一体，根据教学内容深入浅出，使学生在学习的

同时取得思想、能力等方面进步。同时，部分教师

既不能一味地为了迎合教育要求而忽视了学生的

兴趣，也不能完全按照学生的喜好程度而降低课

程思政的实效，在此过程中要注重以自己的爱心、

耐心与恒心来感化学生、温暖学生，使学生感受到

教育的温度。此外，教学方法上思政元素要采用

“化学式”融入，在因材施教的同时起到春风化雨

的作用，以提高融入的效度。最后，要加强课程思

政教育顶层设计。不断加强制度设计与组织领导，

注重宏观把控，按照“学科——专业——课程”的

逻辑建构内容体系，形成学科全覆盖、内容不重

叠、课程更有效的模式，同时要设置阶梯式教学目

标和内容，使得大一到大四不同学段的大学生接

受的教育层层递进，建立上通下达的“学校——学

院——教师”同向合作体系，实现全方位育人，共

同提升教育的综合效力。

4 结语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前虽

在教育主体、体制机制以及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

问题，但不可忽视课程思政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以及落实思想政

治教育实效的重大意义，高校以及各专业教师必

须给予高度重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做

到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的高度统一，从而为党和

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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