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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杨守金， 夏家春
( 哈尔滨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要明确分工协作育人的理念。高等教育的根本与核心问题是教书育人，所有课堂都必须具备发

挥育人功能，分工协作是关键。其次，确立“课程思政”分工协作育人联动保障制度。要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分工

责任制，教务部门搞好统筹，学院重点落实“课程思政”建设。最后，要抓好“课程思政”协作育人的关键环节。整

合“课程思政”人才队伍，要充分挖掘专业课思政元素，积极拓宽、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才能促使“课程思政”建

设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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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

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

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1］为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部《关于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的意见》也强调:“着力推动高校全面加强课程思政

建设，做好整体设计，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合理设计课程思政教育

内容。”［2］中共教育部党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课程思政”为目

标导向的教学改革，“扭住不放啃下教师思政、课程

思政、网络思政‘三块硬骨头’”。［3］本文仅�' ��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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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对学生开展的思想

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这种作用，对这些问题思想政

治教育者应当有足够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十分强

调教师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一个学校能

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

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

键在教师。”［5］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指出了对当前及

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目标是“实现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6］发展与否的重要考量指标就是: 人

才培养能否符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大学生对国情、党情、社情的充

分理解、把握，离不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
2． 所有课堂都要发挥育人功能

教学活动是高校最基本、最经常、最大量的活

动。课堂是大学育人的主阵地。课堂教学的育人

主阵地的作用应该贯穿和体现在高校的所有课程

当中，而不仅仅局限在思政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

课程中。学校的育人职能无法在脱离课程教学的状

态下获得完美实现。“课程思政”的内涵可以具体理

解为: 在所有的课程教学中贯彻将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导有机统一，提炼出课程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
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文化自信、人文精神等价

值范式。《教师法》总则中有明文规定:“教师是履行

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授予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

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在《教师法》第八条规定

中，对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作了具体说明，其中包括

“思想品德教育”和“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

方面全面发展”。［7］这就要求所有课堂都要具备育人

功能，所有教师都要发挥育人作用。
3． 分工协作是提高育人效果的关键手段

分工协作是人类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课程

思政”建设亦是如此。相互协作是同向同行育人的

核心和关键。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能够形成分工

协作育人联动机制，其根本在于这两类看似不同的

课程目标具有自然的协作基础，思政课程与专业课

程在人才培养总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

构建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分工协作育人联动机制，

符合立德树人理念的要求。特别强调指出，努力建

设好“课程思政”，目的不是为了削弱，也不是用

“课程思政”去取代思政课程，而洽洽是为了要从更

高的层次上进一步深化思政课程的主导地位和重

大作用。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两者之间，必须

要明确二者之间谁占主导地位和谁处于从属地位

问题。当然，思政课程的这个主导地位不是说要去

主导其他课程，而是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

凸显出思政课程的核心地位。
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分工协作联动机制，

更好地促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形成合力，真正

能够做到二者同向而行。要建立多渠道的分工协

作运行联动机制，其中思政课程为主渠道，“课程思

政”系列课程为分渠道。围绕“课程思政”建设所

形成的其它系列课程，则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在

思想政治理论的重大问题上思政课程要发挥示范

效应、起到引领作用，并在一定的条件和情况下，引

导“课程思政”建设。要建立二者之间的联动机制，

形成协作效应。

二、“课程思政”分工协作育人联动保障

制度

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在宏观制度和体系上全面

深化改革，中观上做好各个环节的交互连接，微观

上把工作落到实处，于细微之处下功夫。也就是

说，不但在理念上纠正偏差，机制上补齐短板，还要

在联动制度上填补漏洞。“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分工协作育人功能，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制度做保

障。制度建设过程当中，要坚持在学校党委统一领

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统领，整合其它文史哲

学科，融合学校教务处、宣传部、团委、学工处等职

能部门，探寻“课程思政”一体化管制路径，将专业

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课专职教师、辅导员及其他

社会资源打造成“育人联动共同体”，实现思政教师

和专业教师职能互补、优势叠加，做到教育与教学

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体现科学、正确的立德树

人意识; 另一方面，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为支撑

和保障。唯有如此，方能真正使专业课与思政课分

工协作育人联动运行机制。
1． 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责任制

构建自上而下的、多层次的、权威高效的“课程

思政”建设领导管理体制。高等院校要立足于自身

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制定和实施不同的“课程

思政”建设培养方案、选用和修订教材、管理好教学

环节，参照而不是盲目攀比 985 或 211 院校的具体

做法，要适度参照、量力而行。同时，建立党委领导

下的分工责任制度，构建导向鲜明的领导干部考核

评价机制，把“课程思政”建设的好坏纳入考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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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课程思政”发展的最终结果，寄期望于学校领

导的高瞻远瞩。
2． 教务部门搞好统筹

协作育人的联动制度落实，需要教务统筹。没

有教务的具体指挥、协调，“课程思政”难以顺利实

施。教务部门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处理好各专业

学院的“课程思政”协调工作。一是加强“课程思

政”工作监督检查。将协作育人联动工作作为日常

的教学检查和督导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形成定期检

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制度，确实保证专业课程

与思政课程协作育人的联动制度真正在所有教学

过程和教学环节( 包括网络教学环节) 中得到落实。
二是要继续重点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的“课程思政”
建设。通过协作育人的联动制度，搭建协作育人联

动工作平台，整合全校人力、物力资源，重点打造

横跨院系的具有品牌效果的“课程思政”精品课程，

先行在校内树立典型，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思政教

育课程体系日趋完善，在教育的源头上解决问题。
3． 学院重点落实“课程思政”建设

学院是“课程思政”的重心，每个学院都努力，

“课程思政”才能出成绩。各个学院重点落实“课

程思政”建设，首要工作为具体遴选试点课程。具

体的操作过程取决于各个学院的师资储备情况，制

定课程遴选机制，对现有课程进行梳理、遴选，挑选

出最为适合“课程思政”的课程，进行加工改造，有

机结合。组织教师集体备课，研讨“课程思政”方

案，在具体确立的“课程思政”中，编好教学日历、设
计教学内容、组织好课下辅导、发掘思政元素、交流

教学经验。搞清楚具体有哪些课程可以纳入“课程

思政”范围，成熟一门课发展一门课，避免暂时不具

备条件的课程进入“课程思政”，从而引发“课程思

政”的泛滥，有损于我们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三、“课程思政”协作育人的关键环节

1． 整合“课程思政”人才队伍

优先搞好骨干教师队伍的建设，选拔一批骨干

教师能够以学贯中西、通古论今的渊博学识和饱经

沧桑的人生阅历或者某一专业特长支撑“课程思

政”高水平教学，要在认真教书的同时，做到善于育

人。整合“课程思政”人才队伍要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

第一，要善于利用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分工协

作及育人平台的资源整合功能，将散布于全校范围

内各学科教师资源在“课程思政”的引导下，加以聚

集整合。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理工、思
政、哲学、艺术、体育以及其他学科教师需要充分发

挥各自的优势作用，在分工协作育人机制建设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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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公正评价是“课程思政”评价机制重要指标，“课

程思政”建设的标准需要学生的参与; 第二，教务评

价机制。校院两级组成教学督导，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督导检查，形成惯例、常抓不懈; 第三，“课程思

政”教学比赛。定期举办“课程思政”教学大奖赛，

评委除了邀请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外，还要有一定人

数的学生代表做评委，以更加体现比赛的全面性、
合理性和公正性。比赛有利于交流“课程思政”经

验，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水平。第四，线上

“课程思政”建设考评。利用网络手段辅助“课程

思政”建设，开发网络资源。相对来讲，利用这种评

价机制，使“课程思政”建设，更具有目标性和系

统性。
3． 要充分挖掘专业课思政元素

任何一门专业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

教育待开发的“课程思政”元素，都暗含有启迪人们

智慧、激发爱国热情、拥有社会正义感、负有社会责

任感、具有文化自信、充满人文精神等价值范式的

思政元素，“课程思政”的价值就在于充分发掘每一

门课程潜在的思想政治元素，需要专业教师在传

道、授业、解惑过程中，将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开发出来。相对于思政课，专业“课

程思政”更能感染学生，更能激发起学生的共鸣。
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应该具备引人以大道、启人以

大智的能力。
因此，激发培养专业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

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第一，专业课教

师需要有主动参与“课程思政”的意识。第二，专业

课教师需要有“课程思政”的能力，这需要专业课教

师自身提高和外部强化相结合，提高他们的政治素

质和人文素养。另外，我们要利用思政课教师特有

的政治优先思维方式，结合科技发展史的相关资

料，引导教师在加强课堂专业教学的同时，根据自

身课程特点和专业培养要求，加大实践育人力度，

积极拓展“课程思政”在专业教育领域的开发和建

设。专业课教师在具备德育意识和能力后，通过自

身的努力才能提高研究“课程思政”水平。例如，展

开科技人物传记的研究，探讨专业学科课程中“课

程思政”应用的方法等。在工程制造专业课可以给

学生讲大国工匠精神; 可以在讲社会保障时加入慈

善精神; 可以以华为公司的实际案例为内容，讲科

技立国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拼搏精神。
4． 积极拓宽、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手段

高校推进“课程思政”的改革，绝不是增设几项

学生参与的活动，或者是在大学课堂上讲几句口号

式的语言那样简单。需要把思政教育元素通过“转

基因”方式植入所有专业课程，重新改造专业课程的

方式、方法，将教书育人所蕴含的真谛在课堂教学主

渠道中得以贯彻、落实。要遵循课程固有的逻辑性，

遵循大学生思想观念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再具体

结合新时代的大学生接受教育的特殊性，满足大学

生对接国家和社会最需要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等，

提炼“课程思政”，创立新课程。让立德树人教育能

够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汲取现代教育方式的创新理念，采用课堂的最

新教学形式，运用“超星学习通”等信息工具。课堂

主讲，现场回答，网上互动课堂反馈的教学模式。
教师应该做到“扩展纵向历时维跨时代的历史视

野、横向共时维跨文化的国际视野、交叉互动跨学

科的学术视野。”［10］高校要积极开拓、更新现场教

学模式，提升“课程思政”的亲和力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 － 12 － 09( 1) ．

［2］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

力的意见［EB /OL］． ( 2018 － 10 － 17 ) ． http: /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08 /s7056 /201810 / t20181017_351887． html．

［3］ 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

纲要》［EB /OL］． http: / /wenku． baidu． com /view /8be9cc05ff47

33687e21af45b307e87100f6f811． html．

［4］ 成桂英． 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三个着力点［J］． 思想理

论教育导刊，2018( 9) : 67．

［5］ 邓小平文选( 第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