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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标。“课程思政”对此进行有效的推动，

有助于提升“思政课程”的实效性和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本文从立德树人的中心任

务出发，详细分析了“课程思政”的内涵实质并指出: 必须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素，全

面建立“课程思政”的运行机制，为有效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可能的规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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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中心任务。立德树

人，就是要“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长期以来，

高校教育的思想价值引领主要由思政课来承担，

专业课程侧重于专业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培养，

“德”“能”教育分离的现象比较普遍。依靠“思政

课程”单兵作战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导致思想

政治的红旗在某些高校的阵地里面失色、褪色。
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实行以来，高校

思政课的地位得到一定加强，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主要依赖“思政课程”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

改变。
2016 年和 2019 年国务院相继印发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和《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战略工程，要求“思

政课在改进中加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感染力，其他课程各守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机制”［2］。近年来，全国各地

高校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课程思政”的各种探

索和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改革绝不能只靠

一时的热情，深入领会“课程思政”的内涵实质，

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核心要素，全面建立“课

程思政”的运行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二、“课程思政”的内涵实质

作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深化

与创新的产物，“课程思政”的核心要义就是专业

课程通过深入挖掘学科中蕴含的思想政治资源，

充分发挥每一门课程的育人功能和每一位教师的

育人职责，推动专业课和思政课同向同行，协同育

人。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

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这同时也是对“课程思政”的定位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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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是培养德能兼备

的有为青年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2018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培养德

智体美 劳 全 面 发 展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为统领。文化

知识和技能不是评价大学生的唯一标准，高尚的

思想道德情怀和广博的人文情怀才是当代大学生

不可或缺的内涵。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工

具理性的驱动，高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专业课程

偏重认知性教育、知识性教育，忽视甚至排挤思想

政治教育的现象。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滋养和引

领，知识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真理”，专业课程也

就没了灵魂和方向盘，失去了其应有的育人功能。
“课程思政”就是要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在

教学过程融入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和价值引领三者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学生思想

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成

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2．“课程思政”的育人方向，是培养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有识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

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

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3］。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必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保持一致，培养合格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只有树立对

人民的感情、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才能

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把个人的理想追求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自觉肩负起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道德是教育的最高

目的”［4］，教育应当体现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

的爱国情怀。“课程思政”就是将价值培育、品格

塑造等思政教育和德育教育全方位、多维度地渗

透于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以潜移默化、春风化雨

般的方式使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转化为学生的自

觉行为，让学生主动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积极投

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丽事业中去。
3．“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是分工与协同的

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

各门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

责。推行“课程思政”改革，就是要落实专业课程

的育人功能和所有教师的育人责任，构建分工明

确又协同一致的立体式、全员化的育人体系，推动

“思政课程”单渠道育人向“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有机结合的立体化育人模式转化。在“课程

思政”体系中，“思政课程”要注重在思想政治教

育中融入学科知识，以体现显性教育的科学性和

说服力。各类专业课程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统领知

识、学理、技术等教育环节，凸显价值引领和精神

塑造功能，发挥隐性教育“润物无声”的作用。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工不同，但必须协

调同步、相得益彰。

三、“课程思政”的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是对“课程思政”内涵的提炼和全

面诠释。构建“课程思政”教学运行机制，必须明

确其核心要素。
1．“课程思政”的实质是教育理念

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是对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各类课程承担的育人功能

的重新界定和整合，旨在解决长期以来普遍存在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的问

题。“课程思政”不能简单理解成一种教学方法

或教学手段，究其实质来看，它更是教育理念的创

新或者说是教育价值的理性回归。其基本要求是

各学科教学都应该具备价值塑造、知识传授、技能

培养的复合功能，各学科教师都应该肩负起立德

树人职责。
2．“课程思政”的目标是课程育人

高校各个学科都应承载一定的精神塑造和价

值观教育职能。在每一门课程中，“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都是与“知识与技能”同等

重要的教学目标。“课程思政”的根本要求就是

专业课程都要回归育人本源，充分发挥专业课程

育人功能。专业课程要立足学科的学术内涵和传

承脉络，努力挖掘课程体系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提炼出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
文化自信等要素，并将其“基因式”植入教学过

程，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并转化为自己

的思想品质、道德行为。
3．“课程思政”的主体是全体教师

育人是教师的基本责任。作为一项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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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德育活动，高校育人不应该只由思政课教

师承担，所有教师都有育人责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教师做的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

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工作。”教

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进行思想价值引

领和人格塑造。教学过程是教书和育人两种使命

的复合。“课程思政”改革要求高校所有教师都

必须树立牢固的育人意识、切实担起育人职责，把

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思政课教师继续发挥思想

政治理论显性教育的作用，专业课教师也要挑起

思政担子，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思想价值引领，

发挥隐性教育的作用。

四、“课程思政”教学的运行机制

赫尔巴特的教学结构理论认为: 方法、内容与

贯穿其中的目的构成教学过程中的三维立体结

构。落实到“课程思政”教学，就是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到专业课程的目的、内容、方法三个方面。
思政元素在教材、教师和教学方法三个层面同专

业课程的有机结合，能够保障“课程思政”教学的

有效运行。
1． 思政元素同教材的耦合

“课程思政”就是寓价值引领于专业知识传

授之中，以发挥专业课程的思想教育功能。挖掘

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提炼出有效映射点，并从

整体上对教学任务进行调整和规划，实现专业课

程和“思政课程”课堂育人功能跨学科耦合，是实

施“课程思政”教学的首要条件。
( 1)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是教师进

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专业课程中人才培养任务一

般围绕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

标”来展开。按照“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根本要

求，专业课教学大纲中人才培养任务应在传统

“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基础上，增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情感态度目标”和“职业

素养目标”。
( 2) 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看，主要包括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四项价值准则; 从情感态度目标来

看，包括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 职业素养目

标主要结合行业特征来定，包括遵守行业的基本

道德要求，具有一定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精神。

对照以上三个方面的要求来挖掘专业课程蕴含的

思政元素，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所有课程都蕴含一

定数量的思政元素，但思政元素的挖掘不能只贪

图数量，一定要合理、有效。
( 3) 梳理、提炼思政元素并融入教案。教案

的设计关系“课程思政”育人任务的具体落实，将

梳理好的思政元素进行归类、寻找合适的映射点，

再从整体上规划并分层设计专业课程的教学内

容，形成切实有效的教案。
2． 思政元素同教师的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能否有效融入到专业课教

学过程中，教师是关键。教师只有熟练掌握和运

用思政元素，才能在专业知识讲授过程中“触景

生情”和“借题发挥”，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相映成辉。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一定的育人能

力，还得有明确的育人意识。
( 1) 教师的育人能力。包括言传和身教两个

方面:①言传。“课程思政”要在知识传授中实现

价值引领，选择和把握思政元素融入授课环节的

时机很重要。思政元素不是外加的，是承载于知

识体系之中的，如果纯粹是为了增加而增加，生搬

硬套，就会失去其应有的说服力。教师只有具有

扎实的学识基础，才能做到以专业知识为依托，根

据教学需求随“机”融入、因“材”施教，创造最佳

的教育“氛围”。并且，融入思政元素是在专业知

识基础上的提炼和升华，一定要凝炼，时间不宜

长，太长反而会喧宾夺主，失去其应有的教育作

用。教师必须有渊博的学识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

力才能有效把控。②身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教育本身是一种以人影响人的活动，教师的言传

身教也是重要的德育元素。教师在教学与学术研

究中表现出的认真负责、敬业、乐业、精业对学生

都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会在学生心灵深

处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育人，要言传更要身

教 ［5］。
( 2) 教师的育人意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

学过程，比如融入的结合点、融入载体的选择、分

寸的把握等具体操作，虽然表现为教师的育人能

力，但根本还是教师的育人意识问题。教师的育

人能力根本上取决于育人意识，教师如果没有强

烈的思政育人意识，是很难做到在专业课程体系

中挖掘、提炼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入教学过程

中的。教师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关注国家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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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只有站位高，才能立意远。此外，教师还要

不断地完善自己，做一个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发挥人格

魅力的育人作用。
3． 思政元素同教学方式的融合

合理、高效的教学方法是“课程思政”育人效

果的有力保障。还应该坚持创新精神，推动思政

元素同教学方式有机结合。
( 1) 教学形式的选择。思想教育是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的教育，仅靠灌输是不够的，学生自身

的参与和体验有助于对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的

接受。坚持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设计

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吸引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环

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比

如，辩论有助于培养学生全面、辩证的思维; 分组

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协作意识; 案

例分析有助于增强理解力; 课堂讨论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2) 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在“互联网 +”时

代，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手段有助于增强课堂教学

的德育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

同新媒体新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VＲ( 虚拟现实) 增强了体验感; 公众号可以适时传

达新信息，传播正能量; 超星学习通等相关学习软

件能够支持形式多样教学活动的开展; 微信群和

QQ 群可以进行互动讨论。

以上三个方面只是“课程思政”教学有效开

展的基本要求，“课程思政”还应该在推进中不断

完善。“课程思政”教学的完善关键在教师。高

校要围绕提升专业课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

力，从顶层设计入手，通过学校党委书记上思政课

制度、学校书记 /校长定期听课制度、专业课教师

思政教学定期培训制度以及思政课教师对口帮扶

制度等，全面提升专业课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

能力。教师也要随着育人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完

善“课程思政”运行框架，推动“课程思政”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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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ity cultivation is the central task and fundamental goal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y －
oriented courses improves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ideology － oriented curriculums and trains qualified socialist builders． Taking mo-
rality － oriented edu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entral task，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 － depth connotation，correctly com-
prehends the core elements in the ideology － oriented principle，builds a teaching mechanism of ideology － oriented courses，so as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and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 orien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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