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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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也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

力。 2020 年初，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要求“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建立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体制机制为关键，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 近期，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

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再一次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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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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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思政课程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

些现实问题，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首先，高校学生心理渐趋成熟，自我意识增强，渴

望通过更多的渠道听到更多的声音，进而形成独特的

判断与强烈的个性。 思政课程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但仅通过思政课程来进行思政教育并不能满足学生

需求。 学生渴望通过更多元化的方式来学习思政内

容。
其次，从授课方式来看，思政课程主要以教师讲

授为主，这种单向的知识传递方式容易削弱学生的参

与感，限制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许多学生认

为思政课单调乏味、枯燥无趣，这影响了思政课程的

教学效果。
再次，从学生对思政课程的认识来看，高校多数

学生仅把思政课程当作大学必修课，而没有认识到思

政课程对于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有部分学生认

为学习思政课程就是在学习考研、考公务员所需要的

内容，在这样的惯性想法下，思政课程的学习对于高

校学生来说更多是一种“任务”和不得不面对的“压

力”。 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叛逆”的倾

向，思政课程的精髓和灵魂难以进入到学生的内心之

中，学习流于表面化。
最后，高等学校的思政课程教学任务主要由专职

教师承担，思政课教师教学任务重、压力大，没有时间
从事科研，这既影响了教师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思

政课程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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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问题，高校应在明确思政课程主体地位
的基础上，适当改变对思政课程的依赖性，充分挖掘

其他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 进一步推动实施课程思

政、专业思政，从而形成多学科、多课程、全方位的育

人体系，从思政课程为绝对主导转向课程思政体系建

设。
实施课程思政符合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

理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确立了“育人为本”的教育方针和“德育为

先”的战略主题，在此教育方针和战略主题下，高等学

［摘 要］课程思政对于打破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间的壁垒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以更丰富、更多元化的

方式呈现专业知识，还可以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贯彻到所有教学环节中，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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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既要培养品德良好、有正确价值观、对社会和他人

有高度责任感的学生， 又要培育有扎实专业基础、具

有对知识的探索和追求精神的学生，在此双重教育目

的下，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融合，不仅符合高等学

校的办学思想，更契合教育自身的内涵和价值。
实施课程思政符合高校课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