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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视域下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

马利霞 赵东海
(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思维作为 20
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一种科学的思维范式，为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提供了理论方法，

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系统思维视域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

间具备紧密联系的系统性内涵。以系统思维的层次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开放性原则为指导，有助

于更好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能思政的协同育人体系，实现立德树人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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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不能

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事，其他课

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1］2019 年 3 月在

学校思想政治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明确提出了“以价值观引领于知识传授中”的课

程思政建设总要求。由此可见，高校要实现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不仅要发挥思政课程主渠道的作用，而

且还要重视课程思政的微循环效果，只有二者相互联

动，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的系统效力。因此，以思政课程为引领，在“大思政”
背景下，如何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协

同育人体系，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任

务。系统思维作为 20 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科学思维

范式，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整体性的逻辑和理论构

造，旨在将对象放在一定结构和功能中更好处理系统

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使系统成为互

融共促，良性共生的有机整体。在“大思政”背景下，

系统思维方式为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实现协同

育人提供了理论方法，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

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1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关系的系统性内涵

1． 1 系统目标和任务的同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就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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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

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2019 年 3 月

18 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习总书记

再次强调: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3］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有机结合的关键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其共同的目

标指向就是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

培养人”的问题，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子系统，二者的育人方向

和任务始终是高度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目标

的。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重在

“立德”，其教育落脚点在于为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

坚定理想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思想品格的时代新人，重在

“志”的养成; 而课程思政则重在“树才”，其教育落

脚点在于培养有能力、有一技之长的社会主义建设

的有用人才，重在“行”的落实。“立德”与“树人”
“志”与“行”的有机统一，共同的价值旨归在于培育

“红”与“专”兼备的社会主义有用人才，共同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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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系统方向和功能的耦合性

所谓“耦合”其实是一个物理学概念，通俗来

讲，就是两个元素或多个元素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相互配合的过程或现象。立德树人是一个相辅相

成、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不仅需要思政课发挥育人

作用，也需要其他课程的密切配合。习近平总书记

在 3 月 18 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就

强调指出:“要坚持显性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课程思政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入研究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的大纲要求，明确哪些是思政课程应该

承担的，哪些是课程思政应该补充的，推动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系统合力。最后，要

“显”“隐”分开。思政课程旨在系统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教师要理直气壮“言马”目的在于让学生

“信马”，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显性教育，重在“讲”;

而课程思政却是立足于专业融思政，主要是在讲授

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属于隐

性教育，重在“融”。二者各有侧重，相互分工，目的

在于发挥整合和互补效应，实现立德树人总目标。
2． 2 基于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原则构建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的一整块钢

“系统要素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简单的加

和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要素之间有物质

“

，� TD�[(刮)-18(成)-18(系)-18呈�程，、##!



和交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形成教师合力育人的

长效机制，真正发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全员育人

的“共效应”，以最小能量获得最大效应，为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源源不断培养所需人才。
2． 4 基于系统思维的开放性原则，构筑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立体化、全方位育人模式

系统具有与外界环境进行不断的物质、能量、信
息的交换的性质和功能，系统向环境开放是系统得

以向上发展的重要条件。按照系统思维的开放性原

则，系统需要从外界吸收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的熵

的增长，从而逐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

发展。因此，以系统思维开放性原则为指导，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实现协同育人也不能只封闭在课堂教

学之内，而是要积极挖掘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

“立体化”教学资源，让学生走出“平面化”的课本教

学，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说教”形式，按照理

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坚持把思政小课堂同

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元化

方法，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模式。( 1 ) 要充分

利用社会中的实践教育资源，寻找社会中立体存在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料，让有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走进

思政课堂，讲授他们身上的励志故事，传播现实生活

中的正能量。让实践说话，让事实讲理，才能使思想

政治教育变得“有意思”“都爱听”“真相信”。( 2 )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完全可以结合课程特点和地缘

特色，积极开展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体验活动。
也可结合思政课特点加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纪

念活动，带领学生探访红色圣地和地方企业，让学生

充分体验实践教学的魅力; 而在专业课的教学过程

中，则可加入本专业中的名人故居体验，让学生在切

身体验中升华认识，提升价值。( 3 ) 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将思想政治要素融

入其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鼓舞和教育。通

过“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的构筑，形成由学生到课堂

再到社会实践的开放型育人格局，从而使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效力更进一步。

结语

“系统观认为，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基本方

式和根本属性，即自然界是成系统的，人类社会是成

系统的，人的思维也是成系统的。”［13］随着现代社会

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生活呈现出越来越复杂

的特点，系统理论和方法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和应用。
这不仅反映在系统理论的领域中，而且在认识论、方
法论和价值论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思想政

治工作而言，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思政小课堂

到社会大课堂，无不体现系统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因此，在系统思维视域下，用系统思维的一般原则和

方法推进思想

，



组合删除生成法———以德邦规模养种系统发展为例［J］． 系统

工程理论与实践，2016( 2) : 427-441

［13］上海民办高校“生均教师数”几乎为公立学校一半［N］． 文汇

报，2014-01-23．

A System Study of Teachers’Incentive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JIA Wei-qiang YANG Jia-yu

( School of Ecnomics and Management，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

Abstract: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e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part-time job
proportion，strong mobility and single structure of teachers． Moreover，restricted by the level of funds and
management，it lacks of a sound of teacher incentiv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scienc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 of teachers’incentive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
ges，and establishes a structural model to describe the incentive system． Using feedback fundamental
mode analysis technology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this paper achiev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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