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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enhance the dynamic synergy between non-ideological-politic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a, and 
to achieve incremental enhancement i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talents, this study 
proposes a Dynamic Synergy Theory-based pedagogical paradigm for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featuring a “Dual-Cycle 
Dual-Driver” instructional model. The framework comprises an Internal Cycle Synergy Enhancement Mechanism and an External 
Cycle Quality Improvement Mechanism. The internal cycle adopts a double-helix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rchitecture that achieves 
dynamic coupling between ideological-political courses and disciplinary curricula through value anchoring points. The external 
cycle incorporates a PDCA (Plan-Do-Check-A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o establish a progressive instructional improvement 
pathway. Empirical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is paradigm effectively resolves the long-standing compartmentalization dilemma 
betwee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while developing transferabl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olutions. The 
proposed model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cross-curricula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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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增强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动态协同效应，使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达
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实现增量式发展，本文构建了基于动态协同理论的课程思政教学范式，提出“双循环-双驱动”教
学模型。该模型包含内循环协同增效机制与外循环质量提升机制：内循环采用双螺旋协同育人架构，通过价值锚点实现思
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动态耦合；外循环引入PDCA质量管理系统，构建阶梯式教学改进路径。研究表明，该模式有效破解
“两张皮”难题，形成可迁移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提供方法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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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教学范式转型的理论构建

1.1 范式创新的现实诉求

新时代“三全育人”战略背景下，专业课程的思政教

育功能亟待系统化开发。传统教学存在三大结构性矛盾：其

一，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表层叠加；其二，教学过程的

静态化设计；其三，评价体系的单向度特征。破解这些困境

需要建立新型教学范式，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

耦合。

1.2 双重循环理论模型建构

本文提出“双循环 -双驱动”理论框架，包含两个子系统：

（1）内循环系统通过双螺旋结构实现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

的动态协同，其作用机制表现为：知识链与价值链的周期

性缠绕→价值锚点的多维度渗透→教学要素的螺旋式增值；

（2）外循环系统依托 PDCA 质量管理工具，形成“设计 -

实施 - 监控 - 改进”的闭环控制系统，确保教学质量的持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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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重循环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构建

2.1 内循环系统：双螺旋协同育人机制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把思想政治课和非思想政治课相

叠加，而是两者协同育人作用的产物，要充分体现课程的同

向同行的动态发展属性。图 1 为双螺旋协同育人简易模型示

意图。

图 1 双螺旋协同育人简易模型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双螺旋结构由知识螺旋（K-helix）与价

值螺旋（V-helix）构成，两链通过价值锚点形成动态联结。

每个螺旋包含三阶演化路径：初级阶段的显性融入→中级阶

段的隐性渗透→高级阶段的自觉内化。通过价值锚点耦合

驱动机制进行情境化融合，形成具有教学张力的认知冲突场

景。该循环可以建立包括认知维度、情感维度、行为维度的

三维评价矩阵，实现教学效果的量化评估，形成增值评估

体系。

2.2 外循环系统：PDCA 质量提升路径
“PDCA”循环理论由四大环节组成，这四大环节分别

是计划（Plan)、实施（Do)、检查 (Check) 和改进（Act)，

是一种全新的教学设计方式【2】。将“PDCA”循环运用到

教学之中，构建“四阶八步”质量改进模型，如图 2 所示：

计划阶段（需求诊断→目标校准）→执行阶段（多元实施→

动态调整）→检查阶段（多维评估→归因分析）→改进阶段

（方案优化→经验固化）。每个周期设置质量控制点，确保

改进措施的实效性。

图 2 “四阶八步”质量改进模型

2.2.1 Plan
教育管理机构应优先构建教学评估与质量提升体系，

通过系统化诊断思政教育生态现状，精准识别育人过程中的

关键症结。在此基础上，需着力打造涵盖决策引领、质量创

生、资源建设、服务保障与质量监控的闭环管理体系，确保

诊断改进机制的全要素贯通。通过统筹整合校域教育要素，

实现教学资源向育人核心环节的战略性聚焦，同步完善教学

治理体系与支撑保障网络，从而形成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良

性循环机制【2】。

教育工作者在完成教学诊断与质量提升后，需构建三

位一体的战略规划框架，将价值引领要素系统融入专业培养

方案、课程图谱及教学策略矩阵之中。战略规划层面需确立

专业层面的价值引领目标体系，形成贯穿人才培养全程的思

政育人主轴；课程图谱建构环节应系统规划课程维度的思政

教育导向，建立与学科特性相匹配的思政效能指标体系；教

学策略矩阵设计中需建立知识点与育人要素的动态映射模

型，同步构建包含浸润式教学方法组合及可量化的育人效能

指标的实施路径。

2.2.2 Do
在该阶段要嵌入双螺旋育人机制，和外循环系统紧密

融合在一起，确保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耦合。教

育工作者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实施主体，其价值观念通过多

维教学场景产生深层次浸润效应。这种隐性教育渗透机制不

仅体现在常规课堂教学场域，还延伸至实践教学体系及职

业发展指导等育人环节【1】。为实现德育目标与专业教育的

有机融合，教学设计需着力构建以下实施框架：（1）精准

定位价值引领目标，建立课程目标与思政要素的映射矩阵； 

（2）创新教学策略工具箱，依据学科特性开发嵌入式育人

模式；（3）构建动态化教学闭环，将德育维度系统融入教

学全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情境创设、认知建构、协作探究、

反思内化等关键教学节点，确保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

塑造形成多维协同效应。

2.2.3 Check
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评估应以育人质量作为核心观测

指标，采用多元主体参与的立体化评价模型。该评价体系包

含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为教学主体主导的形成性评价，涵盖

学业表现评估与发展性诊断；二是为社会化评价模块，整合

用人单位反馈与行业规范适配度检测。具体到德育评价层

面，可设置以下观测指标：（1）过程性行为规范，包括课

堂参与度、学术诚信记录及出勤数据；（2）社会责任感显

性化表现，如参与公益项目等社会服务实践；（3）价值观

内化程度，通过批判性思维任务和伦理决策模拟进行测量。

这种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评价范式，能够有效追踪思政教育

的内化 - 外化转化路径。

课程思政评价体系需构建情感能力发展的双重观测维

度，其评估框架应体现人文关怀与教育规律的有机统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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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交互评价维度。考察跨情境情感认知与响应水平，

评估人际交往中的情感支持效能，测量多元文化场景的情感

适应度。第二，社会关系评价维度。分析对话深度与意义建

构能力，评价社群参与度与协作贡献值，考察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内化程度。这两个维度基于社会情感学习理论（SEL）

构建，通过动态监测机制实现发展性评价。该评价体系可有

效识别教学过程中的情感教育薄弱环节，为改进育人策略提

供循证依据。

2.2.4 Act
推动 PDCA 循环的关键是教学过程反思阶段。课程教

学改革成效是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是迭代更新的，对上一

阶段发现的问题应进行全面的总结分析，找出问题所在，提

出改进措施。改进对象既包括对计划阶段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课程教学大纲和课堂教学设计进行修订，也包括实施阶

段的课堂教学、第二课堂和毕业实习等实施过程的优化和检

查阶段的教学评价体系的改良，经过此阶段后，循环进入下

一个 PDCA 工作过程，直到实现最终目标【3】。

3 双重循环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实践

以某民办本科院校《中级财务会计（1）》课程为例，

探讨双循环的《中级财务会计（1）》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

探索实践，以期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会计伦理、法治

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3.1 计划阶段
《中级财务会计（1）》课程思政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会

计伦理、法治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教师应以身作则，树立崇

高的师德风范，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5】。该课程中蕴含着

丰富的思政元素，如会计职业道德、诚信原则、社会责任等。

教师在教学中应深入挖掘这些元素，并将其与专业知识有机

融合。同时，可以结合当前的国家政策、制度背景等，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

在该阶段要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包括专业知识点和

思政教育元素的融合方式、教学方法和手段等【4】。设立教

学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尤其是创新能力培养，评估学生在

《中级财务会计（1）》学习中是否表现出创新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3.2 实施阶段
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应用双螺旋扩张循环模

式进行授课，通过价值锚点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促进两个螺

旋链的相互缠绕和共同发展。我们要实现专业知识体系与价

值引领要素的有机融合，通过结构化教学设计建立认知发展

与价值塑造的协同机制。采用模块化教学策略组合，整合案

例探究、情境体验、协作学习等多元方法，构建包含认知激

活、情感共鸣、行为转化的三维教学框架。重点开发课程思

政映射图谱，明确知识节点与育人要素的对应关系，同步建

立包含过程性参与指标和阶段性育人成效的教学评估体系。

3.3 检查阶段
通过课堂观察、作业批改、测试等方式收集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反馈意见。可以借助课程知识图谱对比教学质量标

准和评估指标，评估教学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分析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为下一阶段的改进提供依据。

3.4 处理阶段
根据检查结果，制定改进措施并付诸实施。优化教学

计划、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对成功的

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对失败的教训进行反思和避免。双螺

旋扩张循环在每个PDCA循环结束后，都要对两个螺旋链（知

识螺旋和价值螺旋）进行反思和评估。通过价值锚点的不断

深入和拓展，促进两个螺旋链的相互缠绕和共同发展。随着

教学的深入和学生的发展，不断调整和优化双螺旋扩张循环

教学模式的结构和参数。

4 实践应用效果与反思

将双重循环教学模式应用于《中级财务会计（1）》的

课程思政教学中，是一种创新且有效的教学策略。不仅能够

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思政素养，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参与度，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在实践

应用中，要不断加强对学生学习情况的监测和评估，确保教

学效果的持续提升。要不断优化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手段

等，以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要加强与其

他课程尤其是跨学科的联系和合作，形成协同效应，共同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教学模式也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以

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时代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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