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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undertakes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future teachers. As the “mother machine” for cultivating future 
teachers, the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must ful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 of ideal beliefs of teacher trainees, place it at 
the core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run through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At present, the education of ideal and belief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monotonous content and form,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serious homogenization of teaching, and disconnection from life practice. The education of ideal and belief in teacher 
education urgently needs reform. The propos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provides new ideas for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major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four aspects: value, content, form, and effect, and explores 
the new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teacher education majors in 
universities by reform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content, method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teacher education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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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范专业承担着培养未来教师的任务，师范专业作为培育未来教师的“母机”，必须充分重视师范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将
其置于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并贯穿教学的全过程。目前，高校师范专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着内容形式单调、教师教学
能力有待提高、教学同质化严重、与生活实践脱节等情况，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亟待改革。课程思政的提出为师范专业
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从价值、内容、形式、效果四个方面入手，通过改革师范专业的
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探讨高校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课程思政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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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话语的核心概

念，这个概念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过

程中，适应现实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有学者总结了习近

平总书记对于理想信念的表述，认为其内涵主要包括六个方

面：一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科学性和真理性；二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相信和追求；

三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信奉和追求；四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信心；五是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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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和奉行；六是高尚的道德信念和精神境界 [1]，具体到教师

这个群体上就是“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教师的“育人”作用，使教师角色也具有了政治内涵。

因此，师范专业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母机”，必须将理想

信念教育贯穿培养的全过程。

2 目前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面向所在学校 17 个师范专业学生大三、大四共计

2322 名学生发放“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情况调查问卷”，

共收回有效问卷 1095 份，统计结果显示，高校目前师范专

业理想信念教育效果不佳。虽然 99.6% 的同学认为理想信念

教育对师范生成长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 63.53%

的同学认为当前学校理想信念教育效果不好，55.79% 的同

学认为教育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内容单调枯燥；35.79%

的同学认为教师缺乏对理想信念教育深层次挖掘；33.71%

的同学认为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同其他专业没有区别；

33.68% 的同学认为理想信念教育中缺乏切实体验；27.37%

理想信念教育空洞，与日常生活脱节；23.16% 的同学认为

多渠道育人功能发挥不够充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并结合日

常教学实际，发现目前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内容形式单调、教师教学能力有待提高、教学同质化严重、

与生活实践脱节等四个方面。

问卷中关于“你认为提高理想信念教育质量最有效的

方式有哪些？”73.25% 的同学认为课堂教学是最有效、最

直接的方式。因此，要解决目前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

首先抓住课堂这个“主渠道”和“主阵地”。课程思政理念

的提出为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融

盐于水”“润物无声”，丰富教学形式和内容，将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独角戏”，转变为所有课程的“协奏曲”。

3 课程思政对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课程育人”，是以价值引领为核心、

知识传授为主线、能力培养为目标“三位一体”的课程模 

式 [2]。具体而言，课程思政，即将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

入各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

产生影响 [3]。

3.1 课程思政丰富了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内涵
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教育本质的回归。习近平

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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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融入专

业课程，不是形式主义，更不是无用之功，课程思政是教育

本质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师培养课程观，课程思

政就是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方向，将师范

专业培养与理想信念教育深度融合，是实现培养新时代合格

教师的重要保障。

3.2 课程思政拓宽了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改革的

路径
以前师范专业对于学生理想信念的教育主要依靠思想

政治理论课，对专业课程只做知识传授要求，“求知”和

“立德”泾渭分明。2014 年，上海首先实验课程思政改革，

2018 年课程思政在全国推广，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越来越

受到重视，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2019 年，国家强调要“深度

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解

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构建全面覆盖、类

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极大拓宽了理想

信念教育的路径和范围，改变了原来理想信念教育仅仅依靠

思政课来实现的情况，将“求知”和“立德”统一起来，实

现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理想信念教育。

3.3 课程思政提供了解决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同

质化的问题
教师是培养人的职业，因此对于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

育应该要求更高且特色鲜明。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并

未体现师范专业教师培养的特色需求，和非师范专业在课程

设置、培养目标、评价标准方面并无二致，各专业同质化现

象严重，不能够切合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的培养要求，教

学效果不明显。课程思政的施行就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思路，课程思政一方面根植于专业教育中，和专业关系密切，

教学更能凸显特色。另一方面，课程思政促使专业教学本身

的提升。使学生把专业教学内容从识记、认知升华到更高的

价值层面，围绕成为“四有教师”这一主题，将教学内容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加深职业认同

感、树立职业道德，建立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3.4 课程思政对教师理想信念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提

出了要求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要推动广大教师进一步强化

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教师只有实现

意识和能力“双达成”，才能使课程思政工作真正落实见效。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指在高校课程思政情境下教师所应具

备的人格特征、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体，它既具有一般

教学能力的内涵，又要体现课程思政的内在特殊要求 [4]。从

“经师”成长为“人师”，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在思想上，作为教师首先要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信念，坚

守教育报国理想，持续学习党的先进理论知识，克服畏难情

绪，充分认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以积极的心态投身到课程

思政教学研究中去。在作风引领上，教师应该有“言为世则、

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

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在教学能力上，教师要克服教学惯性和惰性，重新认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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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征，研究课程功能意义，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梳理、

拓展提炼，使重构后的教学内容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教书育

人实效。具备“研究学生的能力”“课程与教材设计开发的

能力”“课程思政的教学与管理能力”“课程思政的评价能

力”“反思与发展的能力”等 [5]，促进课程发生“质变”，

保障理想信念教育落地。

4 课程思政视域下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改
革路径

课程思政推动师范专业理想教育发展，就是要充分挖

掘师范专业通识课、专业课、社会实践课的育人作用，寓价

值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从课程的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入手，探索出一条师范专业理

想信念教育课程思政新路径。

4.1 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突出理想信念教育核心
师范类专业的教学目标，涵盖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维度。其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是理想

信念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师范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的目标

指向。学校应组织集体备课，由广大教师来共同研究课程思

政教学目标框架，立足各类课程特性、课程布局、教学内容、

学生学情展开工作，避免千篇一律，真正从学生出发，从课

程出发，目标明确，逻辑清晰，实现专业教学目标和理想信

念思政教学目标的有机协同，真正形成育人合力。

4.2 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丰富理想信念教育素材
要立足教学目标，深入挖掘课程思政的教育元素，突

出重点，有所取舍，选取思想性、适切性最强的内容融入教

学中，形成课程思政的知识体系。课程思政教育元素挖掘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用先进理论武装人。在师范生

教学中可以切实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论

述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方

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为师范生理解

教育工作、明确奋斗目标甚至个人发展选择都指明了方向。

二是鲜活历史培育人。党办教育的历史、校史都是要深入挖

掘的“富矿”，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党办教育筚路蓝缕的过程，

突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教育，克服困难，积极创新，

在战争年代培育大批优秀人才的史实，坚定学生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理想信念。三是用优秀文化滋养人。中国是一个

传统“尊师重教”的国家，师范生学习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

育教学理念，了解历史上教育家的思想，成为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四是用师德典型引领人。“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教师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课程思政题材，红色教

育家及师德师风典型的事迹，为师范生树立学习的模范和标

杆。五是用生动现实锻造人。将现实中的案例灵活运用到课

程教学中去，如引导学生讨论“双减”政策、乡村教育的振

兴等问题，培养学生立足宏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3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提高理想信念教育效能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创新，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实现高效的课堂互动效果，在情感上引起学生共鸣，最大程

度地发挥课程的价值渗透和价值引领作用，坚持适切性和多

样性原则，对于课程思政不同的主题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一是专业课程中涉及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点，要坚持价

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适宜以讲授法为主，讲清讲透。二是

情怀培养的主题，则可利用多媒体、虚拟仿真平台、实地参

观等形式采用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问题教

学法等方式进行。三是现实问题类教学，可以采用探究学习、

研讨式学习、项目式学习、课堂辩论等形式进行。四是增加

适当实践体验的环节。

4.4 制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保障理想信念教育效果
人才培养的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首要标准，课

程思政属于隐性教育，更加需要教学评价来考核效果，突

出学生发展过程考察，将结果运用到教学反思和改进中去。

一是坚持评价原则，紧密围绕学生理想信念培养开展情况进

行，关注学生价值培养的有效性；二是设立评价标准，应以

学生的发展性为核心，重视课程的建设性和教学的形成性；

三是灵活评价方法，综合运用描述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增

值性评价；四是增加评价主体，应包括专家评价、同行评教

（包括辅导员）、教师自评、学生评教；五是扩充评价内容，

要引入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考核，增加对学生思想品德、

道德修养、价值引领、职业素养等内容的评价。六是要建立

起“评价—反馈—反思—改进”体系，将评价结果应用到课

程改革中，不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5 结语

科教兴国，人才兴国，教育是基础，教师是关键，师

范生培养要着力于根与魂的教育，只有处理好这个关键点，

才能回答好“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才能不惑于“谁

来培养人”这样的疑问。课程思政为师范专业理想信念教育

质量提高开辟了新的路径，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角戏”，

转变为所有课程的“协奏曲”，以教育的艺术，在教学中实

现学生“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坚定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培养“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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