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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at this stage, actively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specific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the current education 
situation, are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the actu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effect,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we need to have clear ideas 
and perfect strateg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theory, aiming to provide help and guidance for the curren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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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理论视野下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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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政教育是现阶段教育实践中的重要内容，积极地分析、讨论思政教育的开展方式和具体方法，改善和优化目前的教育现状，
对于思政教育实际效果的提高意义显著。从当前的思政教育实践来看，为了进一步落实思政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促进教育效
果有效提升，强调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是有突出价值的。当然，在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思路和完善的策略。
因此，论文分析讨论协同理论视野下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具体内容，旨在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课程思政提供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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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现阶段思政教育具体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

从这种方式的具体实施来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思政教育

模式单一性问题，另一方面实现了思政教育的普遍化和大众

化。简单来讲，课程思政实现了思政教育的全面性和大众化，

即将思政教育的具体内容渗透到学生接触的各个学科中，这

样的思政教育方式构建了一个更加良性的思政教育大环境，

所以学生更容易受到环境的熏陶，从而达到思政水平提升的

目的。就现阶段的思政课程体系建设来看，需要有科学的理论，

同时还要有清晰、完善的策略，这样整体工作的开展才会更

加有效。

2 协同理论基本概述

基于实践做具体的分析，要在协同理论视野下对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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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系进行建设，必须要明确协同理论的基本概念。从目前

掌握的资料来看，所谓的协同理论也称之为“协同学”或“协

和学”，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

论。就协同理论的具体分析来看，其主要的基础是现代科学

的最新成果，具体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

同时其还吸取了结构耗散理论的大量营养，并采用了统计学

和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在通过对不同领域的分析基础上提

出了多维相空间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的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

在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上，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

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 [1]。简单来讲，协同理论的整体内涵比

较丰富，所以在其视野下做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需要考虑

更多的内容。

3 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1 从目前的实践研究来看

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存在着必要性也存在着重要性。从必

要性角度来看，课程思政是目前思政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3.2 从传统的思政教育实践来看

一般实施的是专业性课堂，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多强调的

是理论灌输，即教学的说教性比较的突出。从学生心理来看，

随着思想的独立性发展，其会越来越排斥说教类教学，因此

不少学生会比较排斥思政教育课堂。课程思政和传统的思政

课堂相比，其强调的是渗透性教育，即在学生无意识的状态

下渗透思政教育的具体内容，这种教育方式在目前的环境下

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因此其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改革方向。

3.3 从重要性方面来讲

课程思政能有效地改善现有的思政教育现状，全面提升

思政教育的效果。从教育本质来讲，其终极目标是育人，即

培育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社会准则等，从而使学生在社会实

践中发挥自身的价值，而不是对社会或他人产生损害以及不

好的影响。在过去，强制性的思政教育激化了师生矛盾，教

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培养的学生在思想道德品质以

及行为准则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2]。目前，中国在积

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强调的是平等、自由和法治，

这对社会个体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教育实

践中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思政教育。课程思政强调潜移默化，

在学生品质影响和塑造方面效果显著，所以在教育实践中强

调课程思政意义显著。

4 协同理论视野下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策略

4.1 当前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对目前的高校思政教育进行具体的分析发现其存在着如

下几个方面的显著问题。

4.1.1 思政教育形式单一

当前的思政教育形式过于单一，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教

育大环境。随着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教师的教育理念以及

学生对教育的看法等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样的大环境下，学

生对思政教育的具体形式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是当前的单

一化形式无法满足具体的教学要求。

4.1.2 思政教育普及率较低

由于目前的思政教育普及率较低，无法实现对学生的实

时影响。在高校的思政教育实践中，专业性课程一般是一周

2~4 课时，不利于思政教育效果的提升。

4.1.3 传统的思政教育无法适应现在的教学状况

当前思政教育过于传统，说教性比较强，这引发了不少

学生的反感，所以课程教学的最终效果不理想。

4.2 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

4.2.1 明确思政教育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

在协同理论视野下进行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首要的内

容是明确思政教育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从课程思政的具体

概念理解来看，其指的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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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理解来看，思政教育和各学科之间应该是协同

一致的关系，即都要强调立德树人的根本教学理念。简单来讲，

在现阶段的思政教育实践中，各学科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需

要有“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即将立德与树人放在教学首位，

同时在辅以专业教育，这样便可以实现先育人、在成才的基

本目标。总之，思政教育和各学科在教育实践中为相互成就、

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在学科渗透的大环境中，思政教育和

各学科之间还具有了同向性，所以在课程思政教育实践中需

要基于学科关系做教学安排与实施。

4.2.2 基于学科特点渗透思政教育的内容

在协同理论下进行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第二项重要的内

容是基于学科特点进行思政教育内容的渗透。从显示分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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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教育实践中，其基本

的定位会有差异，在育人方面的功能也会有显著的不同。以

人文类学科，如以历史、文学为例进行分析会发现在人文学

科教学的过程中，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情感以及人文情怀，

所以在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基于人文类学科进

行道德品质、高尚情操等思政内容的渗透，这样学生在解读

学科内容的过程中会有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分析与思考 [3]。再

如，理工科学科，其比较显著的特点是理性、客观以及规则等，

所以在课程思政中可以渗透制度、规则以及原则和法律等方

面的内容。

简单来讲，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其和思政教育的

具体内容契合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为了实现课程思

政实践中思政教育和学科教育的双双进步，可以将二者具有

相似性的内容进行分析与利用，这样，课程思政的整体效果

表现会更加的突出。

4.2.3 做好思政教育和学科教育的融合设计

在协同理论下进行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第三项重要的内

容是做好思政教育和学科教育的融合设计。从具体的分析来

看，课程思政实际上就是将思政教育的具体内容融入到学科

教育的过程，所以要实现这个过程的科学有效，需要对思政

教育和学科教育的具体实施进行融合设计。一方面，明确思

政教育的具体渗透内容；另一方面，对学科教育的具体内容、

方法等进行明确，然后在二者明确的情况下做思考与设计，

从而实现二者的彼此融合。因此，在专业教学实践中渗透了

思政教育的内容，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也深入思考了思

政教育的相关知识。最终，无论是思政教育还是学科教育均

会实现教学效果提升。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在融合设计实践中需要强调两点：

（1）核心思想的融合。所谓的核心思想融合具体指的是在学

科教育实践中融合思政教育的核心思想，从而实现思政教育

形式的整体改变。（2）方法的融合，即将思政教育和学科教

育的具体方法进行融合。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协同理论视野下对目前教育教学中的课程

思政体系建设策略做分析与讨论，明确课程思政体系建设过

程中需要关注的内容和需要注意的实现，这样，课程思政的

具体实施效果会更加的突出，思政教育的具体成果也会显著

加强。论文对现阶段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

分析，并总结了传统思政教育的问题和现状。基于此，在协

同视域下讨论课程思政的具体建设策略，目的是要全面的提

高最终的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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