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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the spiritual state of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students’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level, so that students can become a person of noble moral quality. This is not 
only the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counselors, but also the n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should bear part 
of the moral edu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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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教育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专业上的知识教学，还应该在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学生们的精神境界，
使得学生们能够成为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这不仅仅是高校思政教师和辅导员的工作，非思政教师们也应该负担起一部分
的育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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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等教育中，很多人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安排应该分工

明确，对于学生们的专业知识教育由专门的专业课教师来进

行，而对学生们的德育工作则由高校思政教师和辅导员来进

行，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为了能够加强学生们的思想政治品德，

提高学生们的道德规范，需要非思政教师能够承担起智育和

德育两部分的工作，实现德智并举。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这

一工作，本文即探讨在课程思政视阈下高校教师育德能力提

升的路径

2 提高高校教师德育能力的重要意义

2.1 满足高校“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教

育理念，而新时代下的高校教育中也将该理念作为教育核心。

在十八大上，会议将“立德树人”确认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

这也彰显了思想道德教育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能够

满足这一教育核心，各高校只有提高高校教师的德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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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进各教学活动中去，使得教师们

能够尊重时代的发展，以培养学生的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己任，从而为处于时代转型期间的大学生们提供价值判断，

解决思想疑惑，提高道德水平 [1]。

2.2 推行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目前很多高校都在重复进行思政理论课来为大学生们进

行价值引导，但是在社会转型期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大学生们正在接收除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之外的社会上非主

流舆论和多元价值观的各类信息，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各方面

的疑惑，而单单的靠重复的思政理论课来引导大学生们的思

想是完全不够的。并且各专业、学科的教师们的一言一行也

会对学生们造成很大的影响，也无法和思政教师进行配合，

达到全体教师合作的良好局面。所以为了改变这个局面，需

要高校进行“课程思政”的改革，而改革重点则在于各位教师，

即提高高校教学德育能力能够有效地推行高校“课程思政”

的改革工作，达到教育目的。

2.3 有效提高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在课堂中的各项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能够有效影响

到学生们的思维状态和思想内容，所以要加强教育投入，首

先就需要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水平进行提高和培养。在新时代

下，教师的综合素质内涵相比以往已经扩充了很多，不再仅

仅是教学能力和道德水平，而是延伸到了教学态度、科研水平、

心理素质、创新意识、责任意识、道德素养等方面，而一切

工作的核心则在于其思想政治道德修养。所以为了能够丰富

内涵，高校教师必须要能够加强自身的德育能力，要意识到

自己首先要做一个思想道德教育者，才能够做一位专业知识

的教授者。只有在教师们能够明确自己的德育职责，才能够

有效地提高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满足高校教育需求。

3 提高高校教师德育能力和进行德育工作的

路径

3.1 搭建好网络全新平台

随着电脑的普及，网络世界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大学生的

生活与学习的主要工作场所，而高校也相应的引进和普及网

络平台，投入大量资源来连接各高校教师之间的联系。通过

相应的网络平台，高校决策办公室能够吸取到各教师的教学

意见，做出满足各高校教师的正确决策，保证决策的民主性

和有效性。为了保证高校方面能够更好地吸取教师们的教学

意见和意愿，教师们还需要在稳定安全的校内线上平台的基

础上，积极学习网络知识，同时还需要教师们能够学会利用

QQ、微信、微博等平台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真实心理述求，

做到真正顺应时代的发展 [2]。

3.2 对高校教师们进行继续教育培训

对于现有的高校教师而言，不同学科的教师分别专精于

自己的专业，而在思想政治理论上却层次不齐，所以为了满

足课程思政视阈下的高校教师德育要求，还需要学校方面能

够对教师们展开继续教育，提升高校教师的总体综合素养，

在保证各位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基础上使得德育工作能够更好

的展开。在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中，学校方面需要加强教师们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原理等方面的理解和掌握，使得

教师们能够适应专业教育和德育协调教学的教学方式。另外，

因为线上教学的发展，目前在思政专题教育活动中，学校要

培训教师们的线上教学能力，使得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相互

结合，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尽量讲出思政教学的味道。当然，

一般的专业课教师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这还需要马克思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政教处等各单位相互结合，共同合作，

一起完成德育任务。比如说，在集中培训期间展开思政相关

理论专题教育的基础上，联合教务部门与二级学院发掘其他

课程思政元素树立典型进行“线上思政”的专题教育，同时

利用好校内平台与校外资源，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

相结合，引进校外较好的将专业课讲出思政味道的教学成果，

并将本校教学效果较好的经验和办法向外推广，积极与其他

高校交流探讨。

3.3 平等交流，学会换位思考

高校德育工作是对学生的人格与道德的培养工作，其目

的就是将正确的道德观念和意识渗透进学生们的思想中，使

得学生们能够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从而更好

的走向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所以

高校教师需要从教育入手，做好管理措施。就目前来说，学

生们所获取的知识层面十分广泛，其中不乏有一些负面、暴力、

消极的内容或者价值观，面对这个情况，高校教师们不需要

太过于慌张，特别是在非思政教师的德育中，不要将自己的

思想观念一味的灌输到学生那里，而是应该要利用好大学生

较强的自我意识，以平和、友善的态度以及对话的方式来与

学生们沟通，要尽量避免传统德育中的空话、套话和一些政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6.4577



242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6 期·2020 年 06 月

策语言，而是要以更加贴近于学生生活与观念的对话方式来

帮助学生们矫正三观，使得同学们能够得到尊重感、在乎感

和亲切感 [3]。

3.4 管理与娱乐共施

高校的育德工作虽然是针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进行的，

一般来说气氛较为轻松，非思政教师教学过程中也可以有效

缓解专业课教学的枯燥和乏味，但是在德育工作中，管理是

一件不得不重视的事情。首先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管理，

要求非思政教师可以和思政工作相关的教师或工作人员进行

协调，要找出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学习积极向上、道德高尚

的三观和内容。其次则是要在学生行为上进行规范，大学生

正处于年轻冲动的年纪，还并未养成相应的判断力、决策力

以及自我约束力，所以学校方面要积极担负起这方面的工作，

由于思政教师和辅导员的工作毕竟有限，非思政教师要承担

很大一部分的德育内容，所以要求高校教师能够立足于教育，

辅之以管理，做到“寓教于管”。最后是娱乐活动，在学院、

学校或者班级举办和组织的各类娱乐活动中，正好是思政工

作者和非思政教师进行德育的大好时机，这需要非思政教师

能够配合工作，引导大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使得学

生完成由知到信、由信到行，提升道德水平。而教师们也需

要紧跟时代，要能够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建立起友好融洽的

氛围，达到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德育工作。

4 对高校教师德育能力进行再教育的内容

上述中讲到了几点关于高校教师提高德育能力、进行德

育工作的几点路径，而在具体的德育工作实施中，高校教师

应该紧紧围绕“课程思政”的要求来进行。这就要求高校教

师能够充分发掘专业课和综合型课程的思政政治元素，并通

过专业课教师和综合基础课教师给学生教授出来，真正实现

教书育人的相互统一。通过专业知识和德育知识的结合，学

生们能够受到相应的鼓舞，树立起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的信念，从根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因为非思

政教师的思政理论比较薄弱，所以在经过再教育过程中一般

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4.1 马克思主义理论

讲到德育，那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是我党

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对高校教师的再教育中，要让教师们明

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特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是为我党和中国的发展根基，而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任务的专业课教师则必须要认识

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并且能够将这些方法运用到专业课教育中 [4]。

4.2 爱国主义情怀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要加入爱

国主义教育，要在对高校教师的继续教育中加入爱国主义内

容，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为高校教师梳理清晰，并着重点

明近代的屈辱历史，使得教师们在专业课堂上能够将爱国主

义内容和近代屈辱史结合起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

使得大学生们能够带着一腔热血和爱国情怀来学习专业知识。

另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意识培训也十分重要，这是目前

专业课教师必须要具备的能力，也是弥补非思政教师思想政

治理论能力不足的方式之一，关乎着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与

效果。最后则是讲一些其他的思政元素，本文不详细阐述 [5]。

5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教师是课堂教学的最终执行人，其肩上

也担负着非常重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为了能够做好德育工

作，还需要各位教师能够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具备足够的

德育能力，将德育与专业课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教书

和育人能够同时进行。论文提出了几点提高高校教师德育能

力的路径，总结了对高校教师进行思想政治继续教育的基本

内容，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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