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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推进高校二级院系课程思政建设，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问题，助力培育时代新人。 [方法]从强化教师“传道授业”责任、培

养学生“成长成才”责任、履行学校“立德树人”责任、担当国家“后继有人”责任四个方面来阐明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从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

识和能力不足、在校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二级院系对课程思政工作的落实不力三个方面来分析课程思政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

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结果]加强顶层设计、落实育人责任，覆盖全部课程、开展检查督导，强化专题培训、提升教师能力，推进师德建设、保障教育

方向，发挥理论指导、领会根本要义，坚持问题导向、引领学生修身，主动转换话语、增强教学实效，倾斜绩效分配、激励乐教善教，是高校二级院系

推进课程思政的有效路径。 [结论]只有充分认识推进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认真分析课程思政的现状问题，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才能逐

步解决高校二级院系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问题，从而有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成才和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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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in department -level colleges， solve the

dichotomy phenomen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help cultivate new talents in new times. [Methods]

Reinforcing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from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teacher蒺s responsibility， training the

students growing into talents and fulfilling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school蒺s responsibility to foster morality，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country's successors.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Lack of recognition and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蒺 understanding，

department-level colleges蒺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and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to it. Finally putting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Results] There are effective ways of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of department -level colleges of universities: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carrying 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people， carrying out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all courses， strengthening special training to improve teachers蒺 a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direction of guaranteeing teachers蒺 moral construc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adhere to problem

orientation to guide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actively transforming discourse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incline to performance

allocation to encourage good teaching. [Conclusion] Only b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analyzing its situation seriously and exploring its practical path， can we gradual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two-sheet ski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in department-level colleges of universitie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蒺

comprehensive talent， making them be able to bear the great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department-level colleges of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top-level design;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蒺

morality; professional teaching; problem-oriented; performance distribution; practical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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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

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1]

。

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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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发挥所有

课程育人功能，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

[2]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论述和中央关于高校课程思政的明确要求，为高校

推进课程思政、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遵循。

所谓课程思政，是指在课程开展的过程中将思想

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融汇于学科教学当中，通过学科

渗透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随着我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高校普遍实行了校院（系）两级管理。 高

校二级院系已成为学校的一线教学科研管理单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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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高校教师的直接管理者和组织

者。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孤岛困境”，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存在“两张皮”现象，影响了时代

新人的培养。如何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切实解决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问题，努力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发展， 应成为高校二级院系内涵建设的重

要内容。

1

高校二级院系推进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课程思政是高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途径。 课程思

政体现的是一种教育理念， 承载的是一种教育责任，

注重的是一种教育方法

[3]

。 推进课程思政，对于引领

教师传道授业、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推动学校立德树

人、保障国家后继有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郾1

强化教师“传道授业”责任的客观需要 教师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既要授业解惑，更要传道信道；既

要当好“经师”，更要当好“人师”。 教师是提升课程思

政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推进课程思政，不仅是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引领教师强化

“传道授业”责任的客观需要。 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可

以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让学

科内容更具深度，让课堂氛围更有温度，让思政教育

更有力度

[4]

。

1郾2

培养学生“成长成才”责任的根本要求 当代大

学生是青年当中的优秀分子，是正处于“拔节孕穗期”

的青少年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

培。 推进课程思政的根本目的，就是引领大学生积极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发展，增强他们“成长

成才”的责任担当，从而坚定理想、坚守信念，实现从

“小我”到“大我”的转变。

1郾3

履行学校“立德树人”责任的有力途径 培养什

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

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立德树人是人才成长的根本规律，“人无德不

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5]

。 推进课程思政，核心内

涵就是在专业教学中积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把“盐”

润物无声地溶入课堂，给学生思想上补钙壮骨，引领

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1郾4

担当国家“后继有人”责任的战略选择 青年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

来。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

定了教育必须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

人才

[6]

。推进课程思政，从长远来看，就是为了培育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引领青年学生为实现

中国梦不懈奋斗，保障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薪火相传、

后继有人。

2

高校二级院系课程思政的现状问题

近年来，高校二级院系在推进课程思政方面开展

了一些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工作成效，但是仍然存

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应努力加以解决。

2郾1

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和能力不足 专业

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不足，主要表现为“有知识没

想法”。 很多专业教师在思想上不能正确认识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的关系，认为教师只要把专业课知识传

授给学生就够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仅仅是思政课教

师的职责。 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不足，主要

表现为“有想法没思路、有思路难组织、有组织低实

效”，即有的教师虽有课程思政的想法，却不知如何去

开展；有的教师心中虽有课程思政的思路，却难以组

织到授课过程中；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虽能组织开展课

程思政，但是收效甚微。

2郾2

在校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 大学生

在校期间，专业课程约占

80%

，思政课程约占

20%

，分

别发挥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作用。 高校思政课

程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思政课程老师具有较强

的政治素养和系统的知识体系，由此能够保证思政课

程的主体地位， 使之成为引领主流价值观的中流砥

柱。 然而，大学生普遍对思政课程的教育内容兴趣不

大，对填鸭式的教育教学方式有些反感。 习近平总书

记曾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

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地

吸收。 为此，通过推进课程思政来补“盐”就成为了客

观必需。“课程思政”在一定意义上补充了“思政课程”

的相对“不足”

[7]

。 但是因为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

识与能力不足，使得通过课程思政来实现补“盐”的工

作显得压力山大，教师开展起来力不从心。

2郾3

二级院系对课程思政工作的落实不力 高校的

体制机制决定了高校推进课程思政的主阵地在二级

院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高校二级院系对课程思政

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落实不力。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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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是学校对课程思政的思想重视不够，顶层设计

不足，导致二级院系无意推进课程思政，教师对课程

思政不知所措；二是二级院系领导班子教育政绩观不

端正，无心推进课程思政，在工作中存在重智育轻德

育、重学术轻思政、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三是专业

教师思想认识不到位， 而二级院系又缺乏激励约束

机制，造成专业教师无力推进课程思政，出现课程思

政有要求无行动、 有要求慢行动或有要求乱行动的

问题。

3

高校二级院系推进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鉴于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和现状问题，高校二级

院系只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上级关于课程思政的文件要求，做

到规定动作不变形、自选动作有创新，方能深入推进

课程思政探索实践并取得实效。

3郾1

加强顶层设计， 实施课程思政 要让课程与思

政相得益彰，就需对课程思政进行全面部署，加强顶

层设计，落实育人责任。 要按照学校课程思政的统一

部署，明确专业课程育人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途径

方法、措施要求和课程思政的工作目标、实施范围、主

要内容、组织保障等，提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编制指

南。 二级院系应成立课程思政领导小组，积极推进课

程思政，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优化教学

内容和教学案例，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全面挖

掘、梳理蕴含在每一门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落实

每一位教师的育人职责， 不断推进课程思政理念、目

标、方法进人才培养方案、进课程教学大纲，直至转化

为任课教师丰富生动的教案讲义与教学实践，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

3郾2

覆盖全部课程， 推进课程思政 二级院系在专

业课程教学中，要突出课程思政的“全面性”，做到“一

个都不能少”， 要求每门课程都要认真编写课程思政

教学大纲、编制

2～3

个优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编写

课程思政案例集、录制课程思政微课等，将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 同时，积极组织教师

申报校级课程思政专项项目、 教学团队及示范课程，

开展院级专业课程思政的专项教学改革，实施院内立

项资助，开展中期工作检查。 为精准掌握课程思政工

作推进情况， 二级院系分管教学院长和教学督导要

经常深入课堂进行听课， 全面了解教师课程思政情

况，及时反馈教学督导信息，促进师生立行立改、边

整边改。

3郾3

强化专题培训， 助力课程思政 二级院系要重

视教师课程思政的意识与能力培训，除了组织教师参

加学校安排的专题培训之外，还需针对部分教师有想

法没思路、有思路难组织、有组织低实效等无心无力

无意开展课程思政的问题，积极组织院内外思政教育

专家进行培训指导，帮助教师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业课程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对课程思政重要性和必

要性的思想认识。 同时，还要加强教师课程思政方式

方法培训，让教师掌握课程思政方法，明确课程思政

的重点是教育引导学生形成“四个正确认识”，不断提

高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水平，助力他们将专业知

识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 最终达到课程思政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3郾4

推进师德建设，保障课程思政 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 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必须重视师德建设，强化师德学习

教育。 校院两级党组织要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

对教师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

一”的要求，来引领教师成长发展和服务学生成长成

才，不断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既要依托教职工

政治理论学习来开展师德师风专题学习教育，也要严

格执行上级关于师德建设的规章制度，与每位教师签

订 《师德承诺书》， 在考核评优工作中始终坚持师德

“一票否决制”， 切实保障教师师德不断优化提升，促

进教师爱党爱国知师德、爱校爱院树师德、爱岗爱生

守师德，确保课程思政的正确方向和工作成效。

3郾5

发挥理论指导， 引领课程思政 实践的发展总

是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来指导高校课程思政工作，是推进课程思政

中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青年修德

观是一个由青年为何要修德、青年要修什么德、青年

如何来修德三部分内容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精神

实质是“教育青年立志、指导青年成才、引领青年报

国”。 由此可见， 课程思政的根本目的与习近平青年

修德观的精神实质高度统一，可以将习近平青年修德

观融入课程思政实践，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积极探索为

何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什么和如何课程思政等问题，

让每个教师深刻领会推进课程思政的根本目的、科学

内涵和重要意义， 为课程思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3郾6

坚持问题导向， 倒逼课程思政 问题是时代的

金
向

华
，
等

：
高

校
二

级
院

系
“
课

程
思

政
”
实

践
路

径
新

探

1138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年

11

月第

44

卷第

11

期

声音，把握问题方能对症下药。 通过开展大学生文明

修身现状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表明，大学生身上普遍存在公德

意识缺失、尊重意识缺失、诚信意识缺失、学习意识缺

失、仪容意识缺失、法纪意识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部

分表现在课堂当中，部分表现在课堂之外，倒逼二级

院系教师在课堂上因地制宜地开展课程思政，要求学

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积极引领学生崇德修身、向

上向善，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3郾7

主动转换话语，促进课程思政 将理论话语、政

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文化话语，有利于增强教学

针对性和实效性。 课程思政的根本目的是育德，要针

对部分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德育元素比较抽象的问题，

创造性地将文件话语转换为教学话语，把这些课程思

政德育元素转换成另一种新话语，回答好“育什么德”

的问题。 课程思政中要重点引领学生育好“八德”：水

滴石穿的柔韧之德、奔流不息的进取之德、源头活水

的创新之德、甘心处下的谦虚之德、海纳百川的包容

之德、因地制宜的自律之德、泽被万物的奉献之德、流

水不腐的清廉之德

[8]

。 有了这个标准话语“秘方”，让

教师从此在课堂上可以有的放矢，做到心里有数，走

上讲台游刃有余。

3郾8

倾斜绩效分配， 激励课程思政 马克思曾经说

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如果没有利益驱动，一个教师连课都不愿意去上，又

谈何课程思政？ 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教师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激发教师

推进课程思政的源动力。 因而二级院系要把坚持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拓展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幅提升教师的绩效待遇，增强他

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要按照多劳多得、优

劳优酬的原则，完善二级院系绩效分配办法，对教学

工作予以倾斜激励，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让教师

愿意上课、愿意推进课程思政，从而达到乐教善教、乐

为有为的目标。

4

结语

实践证明，课程思政的基础在课程，课程思政的

重点在思政，课程思政的关键在教师，课程思政的重

心在院系，课程思政的成效在学生

[9]

。 高校二级院系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专业教师的直接管理者，只

有充分认识推进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认真分析课程

思政的现状问题， 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才

能逐步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问题，从

而有力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全面成才和走向成功，

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只要

高校二级院系管理者勇做课程思政建设的推动者和

实践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就能将各门

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理念和举措真正落到实

处，最终彰显出课程思政本身应有的内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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