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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视角下的财政学“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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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全人教育理论起源于整体主义理论，主张培育融躯体、心智、情感、精神为一体的“全人”。《财政学》课程思政是

基于我校《财政学》国家一流课程建设的实践探索，以新财经为背景，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加强课程思政与财政学专

业建设的融合，积极探索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中，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方法和机制创新，切实发挥财政学课程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协同效应，牢牢把握课程育人的主导地位，打造国内“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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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whole person education theory originated from the holism theory, advoc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body, mind, emotion, spirit as one of the "whole pers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first-class course of "Finance" in our school, the course of "Finance"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finance major construction,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ways, methods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process.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course thinking and politics" and "course 

thinking and politics" of finance courses, firmly grasp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create "first-class major" and "first-class cour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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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提出全人教育理论，强调“整体教育”效能，提出“整体主义课程”学说，主张培育融躯体、心智、情感、精神

为一体的“全人”。在全人教育看来，教育不仅仅是为企业培养雇员、为国家培养人才，教育还应充分发掘人的潜能，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

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1]“全人教育”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其对于长期以来困扰高等教育领域的“培养什么

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两大问题给出了答案，但尚未触及作为高等教育使命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课程思政”

建设是我国深化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产物，明确了“立德树人”的高等教育的使命，将人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融为一体，践行高等教

育“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培养人”这一事关高等教育使命的重大问题。

2020年5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确立了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高等教育理念。《纲要》提出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的职能定位充分表明财政已经从经济范畴延伸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因此财政学的专业建设具

有多维度的思政内涵，财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要积极融入多元化的思政元素。为加强课程思政与财政学专业建设的融合，探究在《财政

学》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加强课程思政的途径、方法和机制，切实将《纲要》精神落到实处，多年来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配合

财政学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目标，进行了“财政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基于《财政学》国家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这一现实背景，试图从全人教育与“三全育人”视角探讨“财政学课程思政”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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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人教育视角下的课程思政的内涵

（一）全人教育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全人教育中的“全人”系指“躯体、心智、情感。心灵力量

融汇一体”的完整意义的人，“他们既用感情的方式，也用人认知

的方式行事”[2]。全人教育致力于受教育者的认知和情感水平的最

大提高，充分发挥个人的所有潜能，使其走向理想的“全人”目

标，而且这个目标具有“终极性”[3]。

全人教育理论起源于整体主义理论。1926年英国哲学家

J.C.Smuys在《整体论与进化》一书中最早提出整体主义理论，认

为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这一重要论

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的整体性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出

现了“人本主义”思潮。在“人本主义”思潮这一现实背景下，

全人教育理论应运而生，主张基于“以学生为本”，以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对于全人教育的实践探索也稳步

推进，如美国的一些高校，基于全人教育的教学观，构建全人教

育的课程观、全人教育的知识观，以培育“完人”为核心进行课

程教学改革，一方面培育推理、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着重培养学生自我成长、自我意识、自我欣赏、灵活

性、道德发展、道德规范，以及具有将事实与价值联系起来的能

力，使学生关注社会、国家和国际问题的解决。当前世界上不少

国家都已经将全人教育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教育理念，并将其运用

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之中 [4]。

（二）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

财政学课程思政建设要正确理解“课程思政”的深刻内涵。

所谓“课程思政”就是通过“挖掘各门课程中所蕴含的潜在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使课程本身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全

部课程人才培养任务的正本清源，是对各门课程立德树人效能的

不断发掘”[5]。

二、财政学课程思政的优势与价值引领

自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

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以来，“课程思政”的理念逐渐被高校重视，并被认为是破解高

校思政教育“孤岛”困境，深化高等教育领域育人模式改革的有

效路径。

（一）财政学课程思政的学科优势

财政乃庶政之母，预算乃邦国之基 [6]。时代赋予“财政学课

程思政”开花结果的契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

支柱”的职能定位充分表明，公共财政已经从经济范畴延伸到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因此财政学

的专业建设具有多维度的思政内涵，财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要积

极融入多元化的思政元素。为加强课程思政与财政学专业建设的

融合，探究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加强课程思政的途径、方法和

机制，切实将《纲要》精神落到实处，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

院进行了“财政学课程思政与国家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

基于财政学国家级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的现实背景，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财政学》课程思政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旨在将财政学“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有机结合起

来，构建财政学科与课程思政的教育课程体系和思政课教师与专

业课教师协同联动的育人体系。一方面拓宽了财政学科的传统教

育方式与手段，将思政教育寓于专业教育之中，在提高财政学专

业素养的同时引导学生建立崇高的专业理想，培养具备综合运用

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公共经济问题能力的新时代财政专业人才，

完成财经类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协同推进专业课

程的隐性价值和思政课程的显性价值引领渗透的有机融合，使得

高等教育切实有效地发挥360°德育大熔炉的教育合力作用。加强

国情教育，强化法制意识，增强公共责任，培育共同体理念 [7]。

引导学生全面客观看待当代中国，正确认识中国道路、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体制，帮助学生树立“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

鼓励学生自觉地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民族复兴的伟

业有机结合，激励学生不负韶华，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为中

华崛起刻苦学习，砥砺奋进，励精图治，报效国家，努力成为新

时代的奋进者和开拓者。从而构建起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

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机制 [8]。

（二）财政学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

财政学课程是财政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同时是高校经济类

专业的核心课程，在财政学科和经济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财政学课程思政是财经人才培养的“铸魂工程”，是充盈青

年学子精神世界的价值工程。只有牢牢把握价值引领这一核心，

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高等教育目标和理想。

一是在守正创新中凝练价值。《财政学》课程思政要求学生

掌握财政活动的基本原理，并且能运用财政理论和财政工具分析

实际经济问题 [9]。从《财政学》课程内容体系来看，其以公共产

品和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点，分析探索政府行为对整个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讲授财政学基础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

入、国家预算及财政政策四大部分的内容，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

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多年来，教学活动始终紧紧围绕着“为谁培

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三大核心命题展

开。为更好地实现“为国育才”这一终极目标，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将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财政管理与改革实践

紧密结合，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元素嵌入教

学内容，在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和创新精神、爱国、守法、敬

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探索，将

政治思想教育、品德培育融入专业教学过程中，实现了财税理论

素养与政治思想培育的完美结合。

二是在榜样的力量中点亮价值。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

做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

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的论断。那

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论断呢？为此，结合抗美援朝战争70周

年庆祝活动，特别制作了“陈云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财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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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政案例，并将其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其教学目的：一是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科

学论断，二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激励其继往开来，自觉担负起民

族复兴大任。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从而培育家国情怀 [10]。

三是在实践教学中挖掘价值。长期以来，财政学教学团队充

分利用暑期专业实习，带领学生深入财政、税务相关部门进行专

题调研，将其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一方面，让学生感知专业，

增强其专业认同；增强学生的身份认同，从而培养其团队精神、

观察社会、发现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

习惯和相应的能力。另一方面，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实践教学

过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素养培育的完美结合 [11-12]。

三、财政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探索

（一）财政学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要点

财政学课程建设的目标是：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以新财

经为背景，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切实发挥财政学“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的协同效应，牢牢把握课程育人的主导地位。遵循

“全人教育”理论和“三全育人”要求，依照大学教育的主体间性

理论和“以本为本”的教育理念，打造国内“一流课程”。课程思

政教学内容设计要点包括如下几方面 [13-15]：

首先，设计财政学“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根据新文科人才

培养目标，结合财政专业的专业特色，发挥好财政专业“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协同效应，在牢牢把握思政课程主导地位，

将财政专业“课程思政”作为隐性教育进一步细化的基础上，明

确财政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为财政专业课程思政做好整体规

划、指明方向。

其次，建立财政学“课程思政”的内容体系。立足于“财政

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论断，根据哲学社会科学专业

特色、结合时政梳理财政专业“课程思政”的教育核心元素，发

挥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的

引领作用，建立一批“财政专业育人示范课程”，逐步建立起财

政专业课程思政的课程体系。

再次，打造复合型、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通过促进专业教师

思想认识与教学态度的转变，强化其思政意识，以立德树人为核

心，引导专业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同时，加强

教师的思政能力，借鉴复旦大学“三集三提”有效做法，设立思

想政治学习课程，建立与思政课老师的伙伴式合作关系，全面提

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

最后，构建长效的“课程思政”实施机制。明确专业课程的

育人功能，在学科建设、教学管理与培养方案等部分发挥学院的

管理作用，构成科学、标准与精细的改革方式着力，从而形成从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圈层效应。

（二）加强财政学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选择

为加强课程思政与财政学专业建设的融合，探究财政学人才

培养中加强课程思政的途径、方法和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切实

将《纲要》精神落到实处，多年来，财政学教学团队进行了设计

和实施“财政学课程思政与一流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经过

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初步设计出《财政学》“课程思政”建设

目标和具体的实施路径：

1.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家国情怀。根据财政学专业特色、

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梳理和发掘“课程思政”教育的核心元

素，设计课程教学的“两条线”（专业知识探究为“明线”，政治

思想品德培育为“暗线”），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遵循“问题

导向”原则的启发式与探究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培

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家国情怀，从而达到为国家培养具有较高的

财政理论素养、政治觉悟、道德水平的接班人的目标。

2.财政学课程思政体现中国特色。本文以新财经建设为背

景，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

实背景，将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财政管理与改革实

践紧密结合，以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为依托，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线”，讲好中国故事，

同时追踪财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势、新成果和财政改革实践的最新

进展，实现课程内容的不断拓展与优化。

3.实现多学科融合。通过将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融入专业知

识教育，积极探索财政学与政治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的

融合，创新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基于禀赋异质性的特征，针对

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灵活选择思政切入点，实现因势而新的

思政教育理念升华、因事而化的思政内涵转型、因时而进的思政

体系重构，建成“财政学课程思政案例库”，构建起长期有效的

财政专业“课程思政”实施机制，为圆满完成“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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