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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主要依靠思想政治类课程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

变化，这种单一的思政教育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

足人才培养的需要。从教师到学生，都感到教学方

式单一，方法不够灵活，育人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因

此，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应运而生，并逐

步在高等学校推行和实施。课程思政强调的是以立

德树人为目标，以“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为引领，

推进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发

挥协同育人的作用。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党加强高

校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新举措、新方

向，从根本上回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养人”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一）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

出的新要求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和政治引领，着眼长远，立足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着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

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社会大局稳定。然而，也

要看到，国际竞争全面覆盖、日趋加剧，中美博弈不

断、挑战升级，各种敌对势力加紧渗透、更加隐蔽，西

方思想文化强势冲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激烈，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做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重视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充分发挥高校作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切实加强课程思政

建设。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起

点，就是要在达成各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上，实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既具备深厚学科知识、精深

技术技能、较强专业素养和实践动手能力，又具有家

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使命担当的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课程思政是解决高校人才培养问题的根本

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

首要问题。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要把立德树人

的成效作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切实解

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问

题［1］。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环境呈现更加

多样复杂，教育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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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单纯依靠思政课程已经

很难适应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需要和立德树人目标

的实现，迫切需要深入挖掘各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

资源，完善贯穿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更高水平的人

才培养体系，发挥专业课的育人功能和价值。课程

思政是实现“三全育人”的有益探索和创新实践，高

校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阵地、课

堂教学主渠道，让所有教师、所有课程、所有课堂都

承担好育人责任，各自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

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三）课程思政是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陈宝

生部长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2］。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关

键所在，更是统领学校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要求。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是，如何把思

想政治工作有效贯通到高校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

系之中，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在课堂这个育人的主

渠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发

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政治方向、价

值取向、育人导向作用。高校要按照“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3］这一根本

要求，完善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大工作力度，牢牢抓

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加强课程思

政建设，着力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不是局部性工作，而是

全局性工作，不能只做“盆景”，而要种好“责任田”，

要按照“所有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

育人职责”的要求，统筹规划、整体设计、全面建设。

二、关于课程思政建设的几点认识

（一）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

课程是学校育人的基础环节和主渠道。课程建

设不好，课程思政功能就无从谈起，我们要按照课程

建设规律，结合课程特点，进行教学设计，更新教学

内容，创新教学形态，改进教学方法，积极引入现代

信息技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只有把课程建设好了，课程思政才能落实，同

时，课程思政建设又是推动专业课程建设的积极因

素，要通过课程思政建设，促进专业课程建设质量

提升。

（二）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在思政

课程思政的根本在于思政，这是针对课程思政

的重要性而言的，课程思政强调育人的价值性与方

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属性的集中

体现，离开了思政的课程，知识教学就会失去灵魂、

迷失方向，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教育基本的功能。

因此，要在专业课教学中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

值引领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各专业课程总结提炼课

程思政的教学元素，梳理开发课程思政的丰富教学

资源。

（三）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课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4］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专业教学内容与思政教

育元素融合起来，要像盐渗透在食品中一样，在专业

课教学中把思政元素渗透到专业教学内容之中，起

到潜移默化的滋润作用。要创新课程思政的教学方

式方法，注重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结合，注重

理论阐释与现实焦点问题分析的结合，提升思政教

育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引导学生学

习与思考结合、观察与思考结合、实践与思考结合，

在深入学习、观察、实践中思考，在深化思辨中提高

认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教师是课程思

政建设的关键，教师的素质水平直接影响育人质量

和课程思政的效果，要树立德育与智育相结合、鼓励

学生重视全面发展、坚定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信念，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扎实开展课程思政教育［5］。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心

无旁骛，潜心教学，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做政治强、

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人民教

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自身的理想信

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育人育才，“以智

慧启迪智慧、以灵魂塑造灵魂、以价值引领价值”，努

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

者，更好担负起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

奉献祖国的引路人责任。

（五）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在学生

高校办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立德树人成

效是检验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标准。因此，评价课

程思政建设成效，必须以学生的获得感、以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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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成才的成效来衡量。要看学生是否能够正确认

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

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真正把远大

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要看学生是否学会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

题，是否学会运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

新思维、底线思维去把握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方向、社

会生活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要看学生是否

树立起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

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奋、刻苦磨练，在刻苦

学习、激情奋斗中健康成长进步的表现。

三、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党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全面领导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高校全面、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载体，体现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特色优势和育

人导向。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离不开思想

政治工作。高校党委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责任主

体，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应当发挥其政治核

心和领导核心作用，要加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领导

和指导，强化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谋划、总体部署，统

筹推进。二级学院党组织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

组织者和推动者，要发挥监督、保障和枢纽作用，要

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与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形

成协同育人效应。教师党支部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战

斗堡垒，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和组织党

员、群众，服务党员、群众的职责，要把专业教育与思

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起来，掌握动态，树立典型，以

点带面，全面实施。党员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实

施主体和实践者，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书育

人能力和水平。

（二）构建分工协作的课程思政建设联动机制

分工协作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方式，课程思

政建设亦是如此。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在人才培养

总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备形成分工协作育

人联动机制的基础。强调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不是削

弱思政课程，更不是用课程思政去取代思政课程，而

是为了从更高层面上巩固和深化思政课程的主导地

位和重大作用。在阐释思想政治理论等重大问题

上，思政课程要发挥示范效应，起到引领作用。要建

立多渠道分工协作联动机制，发挥各类专业课程“德

学兼修”的作用。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分工协作联动

机制，更好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形成合力，真正

能够做到二者同向而行。

（三）处理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凸显思政课程的学术地位，

让思政课程具备学术味。高校教师要以问题为导

向，用鲜活的案例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现实困

惑，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把最新理论研

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思政课程的教学内容，让思政课

程走进学科前沿，更有“学术味”，更具穿透力，切实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

学生头脑。另一方面要突出专业课程教学的育人导

向，使专业课程蕴含“思政味”。高校应立足实际情

况，发挥专业课程优势和特色，充分挖掘提炼课程中

的爱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

神等要素，并将其转化为具体而生动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载体。

（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融合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建设

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

穿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

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6］。这一要求抓住了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难点、痛点、堵点和关键点。在当前社

会多元价值观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高校亟需发挥多

学科优势，在充分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

律的基础上，坚持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形

成协同效应。要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结合不同

课程的学科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有机融入课

程教材、教学大纲、教案课件、课堂讲授、专题讨论、

课后作业、实验实训、考试考查、学位论文等各环节，

真正实现增长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和塑造灵魂

的“四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五）系统谋划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

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1］高校要围绕

同心同向同行的目标指向，在提升教师育人意识前

提下，从学校实际出发，倾听各方意见，充分挖潜，系

统谋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一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思政课程，这是做好课

程思政的前提。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文件要求，在教学内容、教学形

态、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堂教学实施等方面改革

创新、做实做细，防止形式化、表面化。

二要以现有课程为基础，发掘相关课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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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资源。如学校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专业

名人资源、课堂情境资源等，由任课教师以适当方式

展示给学生，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三要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形成

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

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要使

课程思政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坚持思政课程的主

阵地地位，由思政课程布好局、讲好理，再由各专业

课程予以配合、确认、支撑和巩固，共同实现培根铸

魂启智增慧的功效。

（六）强化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育人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

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1］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必须有自觉的育

人意识，其育人的主体性必须得到提升，以适应课程

思政同心同向同行的育人目标指向要求。长期以

来，由于认识偏差，很多教师片面认为自己教好书就

行了，育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事情，不是自己

的责任，没有做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心同向同行。

“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

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

命。”［7］今后，我们要注重提升教师育人意识，使教师

切实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育人职责，把教书育人的要

求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环节，增进思政课教

师与专业课教师沟通交流，使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相

互理解和支持，推动所有课程的教学，在内容组织安

排上既凸显思想性、价值性、建设性、理论性，又呈现

学理性、知识性、批判性、实践性，注重灌输与启发相

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不断增强课程思

政的实际效果。

（七）建立健全课程思政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

机制

人才培养成效是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核心指

标。《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建

立健全多维度的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考核评价体系和

监督检查机制，在各类考核评估评价工作和深化高

校教育教学改革中落细落实”［6］。高校要通过对课堂

教学的科学评价激发任课教师立德树人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要合理规划思想政治评价与业务评价的占

比，将以往过于偏重业务评价转变为业务评价与思

想政治评价并重，明确将育人要求纳入评价体系，并

加大权重，促进教师把教书与育人的要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转化成自觉行动，勇于担当责任。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根本在思政，重点

在课堂，关键在教师，成效在学生。如果没有好的课

程建设，课程思政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

离开了课堂，课程思政将会失去载体；如果忽视了思

政元素，课程教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如果没

有充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书育人的主

体作用将无从发挥；如果不关注学生的体验和感受，

课程思政就会被虚化，就达不到预期成效。因此，必

须有效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在各门课程教学过程的

各个环节整体联动、共同发力，形成全体专业课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一个都不少，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实

施课程思政一门都不缺位的“课程思政+思政课程”

协同育人大格局。

（张大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授，北

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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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ZHANG Daliang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A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s a new
requirement, new measure and new direction to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t fundamentally responds to the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for whom to train people, what kind of people to train, and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In recent year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curriculum has been gradually implement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hasizing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taking“all staff,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education as the
guidance, and promoting all kind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o go together.
The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es in curriculum, root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cuses on classroom, keys in teachers, and effectiveness in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curriculum, and form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tter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curriculum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that all professional teachers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and there is no abs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all courses
offered by the school.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curriculum;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fundamental follow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NG Shuguo1,2
（1.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2.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the game among big
countries have made us soberly aware tha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mbodies the core value of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 Meanwhil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embodies the core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monstrates its futur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Confronting with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give free rein to its wisdom and contribute to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and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reform path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expound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 developmental concepts
and exploration practices in this process, with a view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era;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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