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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理念践行是“课程思政”的核心，立德树人是“课程思政”

的根本，全员育人是“课程思政”的基本保障。提高课程思政认

识，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是摆在每一名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任

务和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要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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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中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 开展课程思政的意义与作用

2.1 课程思政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基础手段

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完成学业指的就是完成各类课程的

学习任务，学校的育人过程也必然寓于在学校的课堂教学和

学生的课程学习过程中[1]。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一定的过

程和方法，让学生通过知识技能的学习，进而潜移默化地建

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的统一。

2.2 课程思政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

要体现

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把实现民族振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形

成协同效应[2]。做到所有课堂都是育人主渠道，课程门门有思

政，教师人人讲育人。

2.3 课程思政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主要载体

教师是立德树人的主力军。“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者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个人之学术造诣、人格魅力和

高尚品格，对学生具有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教师在课上课

下乃至学生面前的一言一行、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关爱、严格要

求与管理、在答疑解惑中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等。只有切实做好课程思政，才能真正实现教师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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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与内容

3.1 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不是一门或一类特定的课程，

而是学校所有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

双重功能。所有课堂都是育人主渠道，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

人人讲育人。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学思维方式，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

有意、有机、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在教学思维

和课程设计上，要对专业课的内容、方法重新挖掘、运用德育的

思维视角，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润物

细无声”的专业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

课程思政不是要改变专业课程的本来属性，不是要把思

政课的内容简单照搬到专业课程中去，更不是要把专业课改

造成思政课模式或者将所有课程都当作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师的自主性，不存在自身的体系，

也不需要和其他课程的课程思政相互衔接。

3.2 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

3.2.1 注重师德风范引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

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

3.2.2 注重引导学生如何做人

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要结合专业产业领域和未来

职业社会环境，注重对学生个人品格的培养，教会学生如何做

人。内容包括培养社会道德、个人道德、职业道德、人文素养、

正确的三观等道德情操，健全思想、情感、态度、行为、心理、哲

学、艺术、性格、体质等人格特质，提升观察、想象、思考、判

断、推理、逻辑，思维等智力要素。

3.2.3 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事

要结合专业教育，挖掘知识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科学

方法，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指导学生学

习与工作，学会如何做事。内容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求真务

实、开拓进取、钻研、毅力、勤奋、视野、批判性思维、创新意

识、学术诚信等。

3.2.4 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

教师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本内涵、主要内容等有机、有效地纳入整体教学布局和课程安

排，做到专业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共进。引导学生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模范践行者。内容包括：家

国情怀、党和国家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守等。

4 课程思政设计五大方法

4.1 树立课程思政意识，把提升教书育人责任放

到首位

教师要树立课程思政的理念，提高教师的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做好课程思政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途

径，牢固确立每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和每位教师都肩负育

人责任的担当意识，树立课程思政意识。专业课教师围绕落实

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

4.2 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要素，保证四个突出

各门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根据不同

课程的性质特点，把握好所要挖掘拓展的重点。课程要突出价

值引导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断增强“四个自信”；突出培

育学生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明确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担

当。要突出培育学生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突出培育高尚的文化素养、乐观的生活态度，注重把爱国

主义情怀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信。

4.3 优化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实现育人效果最

大化

秉承“课程承载思政”和“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优化课

程设计，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特色，合理嵌入育人要素。制定与

课程相关的学习要求、规范、仪式、考核标准等，充分发挥课堂

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将正确的价值观传导

给学生，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

4.4 拓展教学时间和空间，形成线上线下联动效应

以课程为平台，注重促进课堂内外联动，充分利用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和网上教学资源，将课程教学与小组学习、专业实

践、社会实践相结合，线上线下联合互动，提升课程思政教育

的引领力，形成课程整体育人的联动效应。

4.5 突出问题导向，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课程思政教育要突出问题导向，切口要小，从细小处入

手，以小见大。一要结合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从专业的角度

阐明道理，提升学生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维；二要从被学生忽

视的身边重要问题入手，通过专业解读其价值和意义；三要从

行业专业领域问题切入，通过多维度分析影响其心理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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