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话J表K与
当代意义

李晓培 胡树祥

（中央财a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作为一b全新的课程观，高校课程思政具有独特的话J表K方式。时代、世情、国
情三b%在J.，构成了课程思政话J表K的外在动力。课程思政话J表K生成逻辑体现为：
在贯彻立德树人中树立话J自觉、在三全育人大格局中增/话J自信、在多方联动中/化话J
保障。高校课程思政的话J表K将会e进教育教学的^_，并在育人理念、育人方式、育人效果上
产生重要影响，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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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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C称《纲要》），为高校课程思
政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所谓“课程思政”，
概而言之，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以下
C称“思政育人”）贯穿于高校的所有课程之中，实
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的有机融
合。近年来，围绕课程思政，理论界已经形成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经验，并逐渐形成了关
于课程思政的独特话语表达，关于课程思政的研
究已经成为一7显学。因而，从理论上对近年来高
校课程思政研究进行反思，进而回答形成高校课
程思政话语表达的原因、生成逻辑及当代意义，就
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课程思政话J表K的%在J.

在一定意义上讲，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并非
空穴来风，它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学界的关注，引起
社会的共鸣，并逐渐形成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是

因其身上遗传了大思政的家族基因。这种基因被
时代、世情、国情三种因素重新唤E，构成了课程
思政话语表达的外在动力。

（一）9代语境中的课程思政话语
“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典型

特征，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课题。尼葛洛庞帝在
《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计算不再和计算机有
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前言 61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
听，更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可以从“形而上”和“形
而下”两种角度来解)这个问题。从“形而下”的角
度看，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已经走进了由“数
字化”构建的时空之中，网购、外卖、微信、QQ、VR
等这些大学生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中充满着数字
化的气息。可以说，从“形而下”的视角看，我们生
活的世界就是一个被“数字化”包围的世界。从“形
而上”的视角看，“数字化”带来的影响，已经突破
了“物”的世界，影响了人们“精神”的世界。也就是
说，“数字化”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重要
的是它已经并将继续影响甚至是改变人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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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实际上，“形而上”和“形而下”是相互影响
的，正是人们囿于“形而下”的“数字化”的生存之
中，才会在“形而上”中折射出“数字化”的思维方
式。因此，在现实中人们的生活、思考被“数字化”
所中>，真实的人和物打上了“数字化”的特征，被

“数字化”解构和碎片化了。“数字化的结果是质的
差异的消失，也就是世界意义的消失。意义世界本
身是建立在质的差异之上的，质的差异的消失就
导致世界本身没有意义。”[2]238 因而，重塑“数字化
生存”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一
个时代话题，这也是课程思政研究近年来会成为
一7显学的时代动力。重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
价值意义，既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 （以下C称

“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也离不开各类课程的思
政育人作用。“数字化生存”时代形成的独特的语
境以及提出的关于意义和价值的挑战倒逼要整合
各类课程的力量，形成大思政的育人格局，形成独
特的课程思政话语表达。

（二）<情语境中的课程思政话语
当下，世界处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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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不断强调西方话语规则，在于在当今世界
舞台上，话语代表着标准，标准决定了发展空间。

“法国哲学家福柯不无挖苦地说：你谈论什么并不
重要，关键是4在谈，谈话的强弱是由话语者的强
弱所决定的。”[6]125 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中，中国不能仅仅作为西方话语的跟随者，
而应构建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在新时
代，高校各7课程都应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用课程思政的独特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m，承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可
以说，国情语境促使课程思政的话语表达。

二、高校课程思政话J表K的生成逻辑

高校课程思政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4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其政治A位之高、涉及
面之广、影响力之大都是罕见的，由此形成了课程
思政话语表达的特质。在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话
语表达的生成逻辑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贯彻立德树B的话语HL
《纲要》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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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对中
国传统文化重视“德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也是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回应。在当下课程思政
研究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把立德树人作为课
程思政研究的根本任务，用德育之光观照学生的
全方位发展，形成独特的课程思政话语表达。在新
时代，“深化课程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必然要求，应将立德树人融入课程改革的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应通过完善课程标准和教材
建设，实现知识文化育人；应通过深化课堂教学
改革，实现全科育人；应加强实践环节，推进综合
实践活动课实施，实现实践育人”[7]。具体而言，课
程思政建设要形成立德树人的话语自觉。这种话
语自觉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可以随
意粘贴的话语标签，而是要体现为所有高校、所
有教师、所有课程中的一种育人责任。课程思政
的话语自觉首先表现为一种话语意识，即在所有
课程的话语表达中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B学方向，j显“培养什么人”的

政治话语A位；其次表现为一种话语的导向性，即
在所有课程的话语表达中自然地融入思政元素，
D助大学生在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j显“怎样培养
人”的价值话语A位；最后表现为一种话语的引
导力，即在所有课程的话语表达中自然融入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意识，引导大学生养成“爱国
情、报国志、强国行”的情怀，j显“为4培养人”
的使命话语A位。

（二）搭建“三>育B”大格局的话语HM
新时代，要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就要打破

思政课的“孤岛”效应，深入挖掘高校各7课程中
的思政元素，发挥各7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解决
好传统教育中6业课和思政课“两张皮”的现象，
形成三全育人大格局，进而形成课程思政话语自
信。实际上，课程思政话语自信是建构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话语自信和学科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从
前者来看，高校课程思政话语自信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话语自信的一个子命题。近年来，随着学
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反思，逐渐形
成了以“四个自信”为基础的中国话语自信表达。
而高校课程思政话语自信正是这种大格局中，用
课程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方案、中国理论
的一种独特话语表达，因而，具有了较强



（三）̂ 成(方联动的话语z{
课程思政是一种新的课程观，目的在于实现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因此，课程思政本身具有
交叉学科强的特征，涉及到不同6业，覆盖各个学
科的任课教师。因此，要构建课程思政独特的话语
表达，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话语保障机制。《纲要》就
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
激励机制



和学科的教师。每一位教师都不是旁观者，每一位
教师都是关键因素，每一位教师都承担着育人的
历史使命。课程思政实现了育人从“自发”到“自
觉”的转变。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德育建设一
直是高校承担的重要使命，只不过在课程思政话
语构建之前，德育是教师个人以“自发”的形式进
行的，还没有形成每一个教师“自觉”的行动。而课
程思政话语的构建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这种“各
自为战”的做法，在立德树人理念的指引下，每个
人要各司其责，育人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理性。从
全过程育人的视角看，课程思政实现了育人从“大
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课程思政实施的

“精准滴灌”，充分挖掘出了各7课程中的|性思
政基因，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将思政之水注入学
生的心灵，起到了很好的育人效果。从全方位育人
的视角看，课程思政的话语表达要关注学生的全
方位发展，就要实现各课程协同育人。高校课程思
政改革要积极营造课上与课下、网上与网下、校内
与校外、理论与实践等多种跨学科的育人创新模
式，在对话、反思、实践中彰显课程思政独特的话
语魅力。

（三）课程思政话语\起育Bk果的改变
课程思政改革的目的在于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课程思政话语表达的影响最终体现在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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