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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ference: “All courses and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go in the same direction, forming a synergistic effect.” As a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cept, “Curriculum Ideology” requires college teachers to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subject cul-
ture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 How to break the “isolated island effect”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a long time, carry out the moral education to the whole process, all-round and all staff of college class-
room teaching,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build the pattern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facing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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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及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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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作为科学、
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课程思政”要求高校教师挖掘学科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如何打破长
期以来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将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全员之中，推动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相得益彰，构筑育人大格局，是新时代中国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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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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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的提出正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探索。“课

程思政”是一种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是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规律的正确把握，是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实施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论文对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和实践

路径进行简要分析，以保证教育教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2 高校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

课程思政不同于传统的思政课教学，它指以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2.1 全员育人

随着“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提出，国家对高等教育提

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全员育人理念开始渗透到高校各项工

作当中。高校开展全员育人工作，应该坚持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充分发挥学校整体效能，使全体教职员工都树立育人

意识，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渗透到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这就要求学校构建以党委领导，教学管理人员、学

生管理人员及高校其他管理人员人人参与、齐抓共管，达到

高校内部全员育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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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程育人

“凝聚力量方能共谋发展，同心同德才能成就伟业”。

我们确定一个目标，就要向着这一目标，风雨兼程，勠力同

心。从时间上来看，“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就要贯穿整个

大学时光，从低年级的基础教育到高年级的专业教育。要知

道育人从来都不是某一种课程所应担负的责任，而是全部教

育所应完成的义务 [1]。中国高校教育发展方向首先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而只有从时间上进行有效的把控，

才能保证课程思政理念的有效落实。

2.3 全方位育人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立德树人”高度重视，

放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是强调立业先修身，成才先

成人，这也是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之一 [2]。新时代，我们面

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国家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新理念，

这样既给高校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教育教改的

新局面。中国共产党要紧紧抓住高校学生的主阵地，使学生

不仅在知识文化层面打好根基，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三观”，

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可确保全方位育人的实现。

2.4 综合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各项工作注重

的是团队、集体的合作力量，当然教育事业也包括其内。一

段时期内，中国教育各学科领域强调专和深，强调清晰明确

的边界性，忽略了各门学科的渗透融合、协同发展。“课程

思政”教学理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固有思维，创新理念、

提高要求，将育人的职责落实到各学科教学当中，以思想政

治理论课为核心，其它课程协同发力的高校课程思政体系，

将各个领域的各部分、各个属性联合到一起，使之发挥综合性、

整体性的效能 [3]。

3 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3.1 按高校类别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高校类别，指的是高等院校的办学层次，教育性质，学

科范围等方面的区别与分类。因办学层次的高低，教育性质

和学科范围的不同，这就要求在教育教学中体现高校的办学

特色，在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时必然会有所差别。以笔者所

在的学校为例，医学类独立学院，在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时，必须要考虑到学校的办学定位，学生的就业方向，这就

要培养学生们的敬业精神、工匠精神及责任意识等德育教育 [4]。 

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使得大学生

接受政治性过强的内容，增强其社会实践经验。在语言方式上，

利用 90 后的语言方式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讲授中，将讲

授的课程由独白变为互动交流，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转向

体验式教育，应用新媒体的教育教学设备，提升教学成果，

完善教学体系建设 [5]。

3.2 按专业分类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在思政教育教学过程中，按照不同专业的特点，实施不

同的思政教学。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中医学、中药学、护理学、

管理学分属不同的专业，这就需要在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

教学时，要根据每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对其进行分类指导。以

中医学专业学生为例，不仅要系统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一定的西医基本知识，具备较强

的临床思维诊断能力、创新能力等医术，还必须具有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救死扶伤等医德 [6]。这就

需要教师平衡学生的科学知识以及人文素养的发展，保证学

生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学习，陶冶学生的情操，积极

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得学生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实

际情况进行交流学习，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统一。

在对专业进行分类时，还必须要从宏观角度上分类，根据高

校的发展情况保证思政课程在专业中的有效渗透，实现润物

无声的传输 [7]。

3.3 按课程内容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根据课程基本原理，课程是教育教学的介质，教师和学

生是课程运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课程传递、建构与内化

的活动与过程，是师生间对话、沟通、交往的活动与过程。“课

程思政”要求根据课程论的基本原理，从整体课程出发，既

考虑发挥“显性课程”的作用，又强调发挥整个“隐性课程”

的作用。以课程“正常人体解剖学”为例，教师不仅要教授

学生人体各系统的器官组成、位置和重要的形态结构这些显

性知识，同时还必须让学生懂得对生命的尊重、对大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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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敬等隐性知识，这正是“课程思政”的意义所在。

4 结语

总而言之，探索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路径，需要突破传统

课程教学的限制，既要有“全员”的参与，还要有“全程”

的持续发展和“全方位”的协调配合，在各学科知识融合下，

实现协同共进。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课程中，

要充分挖掘各学科所涵盖的思政教育资源，完善课程思政建

设，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参考。只有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教

育有效融合，同向同行，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其教书育人的作用，

推动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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