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研讨 | TEACHING DISCUSSION

036 | EDUCATIONAL THEORY OBSERVATION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四位一体”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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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包括课程思政设计不够系统，思政教育路径仍需优化；元素挖掘不够全面，思政教育

融入仍需深入；思政教育方式不够新颖，思政模式改革仍需深化；课程思政成效不够显著，思政效果评价仍需科学；学生

思政兴趣不够浓厚，课程思政认同仍需提高；教师思政认识不够充分，课程思政本领仍需增强。围绕“课程思政”建设要

求，针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索构建“谋划与设计”“挖掘与提炼”“融入与实践”“评价与反馈”“四位一

体”互相承接、互相连贯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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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urrent realistic dilemma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college courses include the 

lack of systematic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need optimize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mi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need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ck of novelty in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need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ls; 

the lack of significant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ne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ally; the lack of strong interes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student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lack of full understand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teachers,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view of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planning and design" "mining and refining" "integration and practic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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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 [2020]3号），强调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构建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1]。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要充分挖掘爱国精神、文化自信、工匠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创新意识、系统思维

等思政育人要素，有机融入专业课程讲授之中，如盐入味、如糖入水，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随风潜入、润物无声。

一、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课程思政设计不够系统，思政教育路径仍需优化

一是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不够，思想政治内容体

系与专业课程体系尚未形成同向同行良好局面 [2]，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学存在“两张皮”现象，专业课程的思政内容零散且缺乏连

续性。二是部分学科专业对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不明确、不具体，

对课程的思政目标理解也不尽相同。三是部分教师认为课程内容

与思政教育没有直接联系，不能构建起全方位的思政教育课程体

系，没有结合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去系统地设计教学

内容 [3]。

（二）思政元素挖掘不够全面，思政教育融入仍需深入

一是教师对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没有根据课程特点而设计课程

思政的教学方法与内容，从历史文化、时政动态、名人轶事、工程

实践等多方面提炼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做得不够。二是一些课程思政

教学中存在着拼接的现象，即专业就是专业、思政就是思政，没有

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有机融合 [4]。思政元

素与课程内容衔接生硬，引入不自然。三是专业课程思政教育流于

形式，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融入方法比较欠缺，授课教师无法有

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三）思政教育方式不够新颖，思政模式改革仍需深化

一是在传统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上课内容过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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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容易忽视了学生的中心地位，没有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普

遍存在教重于学的现象。二是教师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

不能亲自去感受，学生的扩散性思维以及空间想象力没有得到有

效发挥。三是由于工程类专业课程内容比较枯燥，教学较为呆

板，传统的教学模式没有及时对新时代大学生学习的偏好做出调

整，学生学习基本是靠教师在课堂上的灌输式讲授，缺乏自主学

习的能力。

（四）课程思政成效不够显著，思政效果评价仍需科学

一是高校缺乏对课程思政成效的考核机制，评价体系不够健

全，专业课程难以与学校德育教学挂钩，从而难以实现两种教学

方式相互推动学校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4]。二是传统课程考核评价主

要聚焦考核知识和技能，容易忽略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导致学

生出现重视结果，忽略过程，没有充分实现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三是课程评价中缺乏对课程思政教学考核指标和方式，

在教学检验过程中没有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造成考核

结果存在片面化的问题。

（五）学生思政兴趣不够浓厚，课程思政认同仍需提高

一是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注重从专业课

程中学到相关的专业知识，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而忽视了专业

课程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二是部分学生不太了解课程思政，对专

业课程上讲授思政认同感低、兴趣不大，无法正确认识其重要作

用。三是部分学生不知道学习专业课程的意义是什么，只是为了

完成期末结课任务而学习，课程无法激发他们学习课程学习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

（六）教师思政认识不够充分，课程思政本领仍需增强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必须有自觉的育人意识。一是

部分教师对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认识不够深刻，他们重视专业知

识传授，忽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专业课只需要讲好专业知

识，立德树人、价值引领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5]。

二是专业课程教师对思想教育专业知识储备不充分，不善于充分

运用思想政治及教育方法，有机融入专业知识讲授，不善于将专

业课程同职业道德素养、思想政治内容有机结合。三是部分教师

在讲课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比较生硬和片面，授课过程

中盲目的将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内容结合在一起，效果不明显 [5]。

二、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机制探究

围绕“课程思政”建设要求，针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

问题，坚持“四环相连”“互相承接”，即坚持“谋划与设计”“挖

掘与提炼”“融入与实践”“评价与反馈”互相承接、互相连贯。

一是谋划与设计：教学目标中体现价值导向、教学内容贯穿

价值引领、教学方式中增加价值融入、教学方法中凸显价值渗

透、教学评价中强化价值教育，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课程设计借鉴成熟的“思政课程”建设经验，充分把握课程

特征，结合知识具有的客观性、逻辑性、自洽性、实践性等特

性，遵循工程教育规律和教学规律，找准契合点、平衡点、切入

点，将思政政治元素和专业知识传授有机匹配、兼容、融合，实

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6]。教学目标上，

课程立足于培养学科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工程科

技人才，依托课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工程思维、渗

透工程伦理、弘扬科学精神、激发爱国情怀。教学内容上，围绕

课程特质，延伸介绍我国工程领域和学科的重大国家战略、重大

工程项目、重要行业动态等，引发学生的知识共鸣、情感共鸣和

价值共鸣。教学方式上，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课内学

习与课外学习结合、自主学习与团队分工协作结合、线下教学与

线上教学结合的多维教学方式，互相结合、相互交融、互为推

动，全方位、多维度挖掘、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教学方法

上，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借鉴“问题链”教学法、

“比较式”案例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等，将现代信息技术融

入“课程思政”建设，并逐渐将多媒体、微课、慕课等互联网技

术手段与课堂教学有效结合 [7]。

二是挖掘与提炼：从“传统文化、国计民生、名人名事、授

课团队”四个维度挖掘素材，做好研究生科学精神教育、工匠精

神教育、安全意识教育、环保意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工程伦

理教育。

专业课程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可以培养研究生

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学术诚信、工程伦理、科学精神。授课团

队要结合大学生成人和成才教育要求，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

价值塑造和精神引领：第一，安全责任意识教育。第二，生态环

保意识教育。第三，职业道德教育和工程伦理教育。第四，工匠

精神教育 [8]。培养大学生勤于探索、勇于实践、善于创新、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引导研究生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技术、

有担当”的新时代技术人才，推动我国土木工程的建设发展。第

五，科学精神教育和学术诚信教育。落实“围绕思政元素挖掘，

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要求，全面梳理、萃取精华、精心选

材，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凝练隐藏和依附于课程中的思政元

素、工程案例、人文事迹。授课团队要善于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

思想政治教育素材：第一，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挖掘课程的价值属

性。第二，围绕中国面临的热点问题与国计民生挖掘思政元素。

第三，紧扣课程辐射到的名人名师名家名事提炼思政素材。第

四，用好授课团队自身事迹。注重授课教师团队德育事迹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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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授课教师掌握的工程背景、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

法有机结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案例融入课程。

三是融入与实践：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实现授课教师有温

度、培养目标有广度、政治引领有高度、价值融入有力度、思政

元素有深度、时政内容有热度、教学实践有强度。

授课团队要精心设计、巧妙安排，找准切入点、契合点，系

统设计教学体系。课程在案例教学中延伸思政内涵，提升教育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课堂教学运用

“润思政”方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采用类比、启发思维、互

动讨论等教学形式，触类旁通地导入问题，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

融合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理论教学方法上摆脱“单向灌输”等

传统教育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设计问题、展开集体分析讨论，

使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 [9]。考核方式上，授课团队强化思政教育效果占比，将上课考

勤、课堂讨论、课程作业、思政心得汇报、上机实践成果均纳入

成绩，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强化行为养成。依托实践教学环节，

加强师生互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

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7]。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进现代

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尤其在课前准备素材、

课中生动呈现、课后科学评价等教学环节，推进“信息技术＋课

程思政”应用于课堂教学。充分利用课堂之外教育渠道，引导学

生自行观看主流媒体制作的《大国工匠》《超级工程 I、II》《国之

重器》等纪录片，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四是评价与反馈：建立“授课主体、听课客体、第三方介

体”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不断增强教学团队、修订教学大纲、改

善教学方法、凝练教学案例、完善教学课件、加强教材建设、编

写课程思政教案、转变成绩评定考核方式、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评价与反馈是“课程思政”建设形成完整闭环的重要部分，

具有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纠偏功能、强化功能。课题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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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坚持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

价相统一，不断健全评价体系、规范评价标准、优化评价流程，

科学设计评价者、评价对象、评价方式、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和

评价时间，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0]。人才培养效

果是“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首要标准，授课团队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建立课程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第一，依托教学指导委员会、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等做好第三方权威评价，对课程教学目

标、教学教案、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等进行全面评

价、立体评价、综合评价。第二，依托课程评教、课程建设师生

研讨会等做好授课对象评价，进一步畅通师生沟通方式和渠道，

对课程教材、教案、课件、大纲、习题、作业、考核方式等进行

评价，并以此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第三，依托“学院领导查课制度”“专任教师旁听课制度”等

做好教学督导性评价，进一步征求优化“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见

和建议，多渠道做好“课程思政”建设效果评价。第四，做好授

课教师团队评价，通过研讨会、访谈座谈等方式，从授课教师视

角做好课程效果自评价，深入探讨专业相关发展动向，不断挖掘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依托教学效果和育人成效评价，不断建好教

学团队、修订教学大纲、改善教学方法、凝练教学案例、完善教

学课件、加强教材建设、编写课程思政教案、转变成绩评定考核

方式、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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