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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论略  *

王  瑞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当前，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在于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而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关键在于发挥思政课程对课程思政的领航作用。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对于确保课程思政的正

确方向与发展质量、提升思政课程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境界、构建良性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生态、促进社会主

义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要聚焦对教师队伍“主力军”的角

色引领、对课程建设“主战场”的布局引领、对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建设引领。实施“思政课程领航计划”、

推动思政课程内涵与外延共进式发展、在协同联动中领航课程思政，是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从应然走向实然的

现实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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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在
于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而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关键在于发挥思政课程对课
程思政的领航作用。因此，牢牢牵住思政课程领航
这个“牛鼻子”，是盘活整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大
棋局的重中之重。

一、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的战略考量

以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不仅要放在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二者本身的建设成效层面来考量，更
要放在由二者的关系样态所决定的整个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生态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实现的
高度来考量。

(一)确保课程思政的正确方向与发展质量
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的首要价值在于确保课

程思政的正确方向和发展质量，推动课程思政的科
学建设和提质增效。

保证课程思政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
“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
位”[1]。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我国高等教育
要坚持“四个服务”，即为人民、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2]。因此，课程思政建设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力担“四个服务”时代使命，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而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思
政课程不仅是灵魂性课程、关键性课程，还在整个
课程体系中发挥着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3]。因
此，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有利于各门课程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目标的顺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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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思政课程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境界 
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不仅是思政课程引领课

程思政发展航向、提升课程思政发展质量的过程，
也是思政课程从其他广阔的学科和课程天地汲取养
分、焕活新生的过程。

激发思政课程的创新活力。从表层讲，与其他
课程的育人比较能直接激发思政课程的创新活力。
马克思说：“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
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
人的个人工作效率”[4]。同理，思政课程领航课程
思政过程中，就会有育人质量和成效的对比甚至竞
争，进而激发彼此特别是作为领航者的思政课程的
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从深层讲，与其他课程的交
流互鉴更会激发思政课程的创新活力。思政课程领
航课程思政，也是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交流互鉴的
过程。多种学科、多样课程就会带来交流碰撞，交
流碰撞就会孕育交叉融合，交叉融合就会驱动创新
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类课程能
为思政课程提供多维的学科视角、丰富的知识框
架、生动的话语体系和多元的教学方法，为思政课
程的创新发展注入不竭能量。

提升思政课程的发展境界。从本体论讲，思政
课程领航课程思政有利于拓展思政课程的发展视域
和发展层次。首先，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为马克
思主义理论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学科最新成果、发展
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从而夯
实思政课程的学科根基。其次，哲学、政治学、经
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等
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能为思政课程提供重要的学术
滋养，升级思政课程的知识体系。最后，其他课程
的特色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两难故事法、模拟
法庭法等，能有效提升思政课程的吸引力、参与度
和有效性。从价值论讲，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有
利于拓展思政课程发展的价值维度。思政课程领航
课程思政，不仅有利于思政课程自身的发展，更有
利于引领、示范、带动其他所有课程的发展，使其
他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合力育人，从而拓展
思政课程促进其他课程育人功能发挥进而整体提升
高校立德树人成效的价值维度。

(三)构建良性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生态
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对于高校各类课程育

人角色的准确定位、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育人协
同的有效强化，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推进高校形成
各类课程各在其位、各谋其职、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生态，进而推动课程育人质
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从静态层面促进各类课程育人的各在其位、
各谋其职。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
思政课程育人孤立、其他课程育人缺位甚至在不同
程度上削弱消解思政课程教育效果的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生态。伴随课程思政的遍地开花，这种态势正
在逐渐扭转，但专业课程育人缺位的问题仍广泛存
在，并出现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态势，即专业课程与
思政课程“混同化”和思政课程“势弱化”，这两
种态势显然都不利于立德树人的实现。思政课程领
航课程思政，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生态重
构。一是促进各类课程育人在场，增强各类课程的
育人自觉，形成全课程育人格局。二是促进各类课
程育人正位，强化思政课程在立德树人中的主导
角色和关键地位，确认课程思政在立德树人中的协
同角色和辅助地位，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各正角
色、各在其位。三是促进各类课程育人尽责，既发
挥思政课程专门、集中、系统的育人优势，又发挥
课程思政隐性渗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育人优
势，使各类课程各自发挥育人功能和育人优势，思
政课程守好“主渠道”，其他课程各守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

从动态层面推动各类课程育人的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生态系统中不同性
质、不同类型的课程之间具有依存性、互动性和制
约性，因此，构建健康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生
态必须促进各类课程的良性互动。但目前多数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生态的实然状态却是不同课程各
自为政、孤立育人，表现为课程思政体系内部相疏
离，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相分离，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缺乏系统布局、整体协同，导
致不同课程的思政内容交叉重复或缺失疏漏，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力量离散和内耗。而思政课程领航课
程思政是扭转这种局面的重要方略，既能发挥思政
课程对课程思政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又能发
挥课程思政对思政课程的学科支撑、理论支撑、技
术支撑和队伍支撑作用，从而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的双向滋养、共同提升，建构起各类课程相互
联通、共建共享、同频共振、和谐共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生态。

(四)促进社会主义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实
现

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促
进育人和育才的统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而实现社会主义高校
的人才培养根本目标。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成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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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5]，而要提高立德
树人成效，必须以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通过思
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一是倒逼思政课程的改革创
新。作为立德树人的灵魂性、关键性课程，思政课
程的质量直接影响立德树人的效果。以思政课程领
航课程思政，一方面会不断暴露思政课程的问题和
不足，另一方面也会激发思政课程为实现领航而不
断改革创新的动力，还会在与其他课程的交流互鉴
中获取改革创新的能量，从而实现自我革新、自我
超越。二是推进课程思政的全面建设。目前，思政课
程已发展到深化与创新的阶段，课程思政的有力配合
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外部因素[6]。思政
课程领航课程思政能发挥思政课程育人的先发性、专
门性和累积性优势，为课程思政的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和先进示范，促进课程思政建设提质增效。三是促
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深度互动。提升立德树人
成效，既要求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各自发挥育人功
能，更要求二者协同联动育人。思政课程领航课程
思政，是实现二者协同育人的根本路径。通过思政
课程主导引领课程思政、课程思政辅助支撑思政课
程，促进二者深度互动，实现育人的有效协同。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校工作的中心
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一个育人与育才相统一的
过程。因此，要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就必须“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7]，促进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相统一，专业教育和思
政教育相融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协同。思政
课程领航课程思政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一环。一方面，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能直接提高
各课程的育人水平。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能促进
彼此的双向提升、共同进步，深入推动各门课程在
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个维度的交互渗
透、高度融合、整体增效，从而提高各门课程的育
人水平。另一方面，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还能提
高各课程的育才境界。人本身是完整的统一体，人
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素质是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的。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境界决定了其学习和
运用科学文化知识的方向、能力和效度，育人对育
才有重要促进作用。由此，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
从根本上说是通过提高课程育人水平进而提升课程
育才水平，促进育人和育才相统一、共推进。

二、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的重点指向

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要聚焦课程思政的“主
力军”“主战场”“主渠道”，推动全教师育人、

全课程育人、全教学环节育人。
(一)对教师队伍“主力军”的角色引领
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思政课程领航课

程思政，就要发挥思政课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引
导广大教师明确自身的育人角色，提升育人意识、
育人素质和育人能力。

引领教师育人意识的提升。目前，不少专业课
教师的育人意识淡薄，缺乏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这主要源于一些教师误以为自己的岗位
职责仅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价值引领和德性塑
造是思政课教师的事；或误以为自己所授专业课是
“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知识课、技术课，发
挥不了育德和价值引领作用[8]。对此，思政课教师
一方面要引导广大教师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认识
到教师既是“经师”，更是“人师”。“教师不能
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
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9]，要有育人的荣
誉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引导广大教师正确认识
育才和育人、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之间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明确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
价值引领的统一性以及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从而破
除专业课“无涉价值”的思想误区，打消“思政教
育干扰专业教育”的思想顾虑，转变“不愿开展思
政”的态度倾向[10]，增强育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

引领教师育人素质的提升。“师者，人之模
范也”。教师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道德情操对学生有
很强的示范作用和深远影响，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
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
务[11]。思政课教师更要当好表率、做好示范，引领
广大教师提升思想政治素质，践行师德规范。一是
引领教师提升思想政治素质。传道者先要明道、信
道。要引领教师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
识”，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
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价值判断、选
择、塑造能力[12]。二是引领教师加强师德修养。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
第一标准。要引导广大教师严格遵守《新时代高校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坚持教书与育人、言传
与身教、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学术自由与学术规
范“四个统一”，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
个引路人”[13]。

引领教师育人能力的提升。课程思政的建设
成效最终取决于教师的育人能力、课程思政的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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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然而不少教师还存在“不懂思政”“不会思
政”的情况。因此，思政课教师要引领广大教师提
升育人能力。一是引领教师课程思政资源开发能力
的提升。思政课教师既要引领广大教师从马克思主
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党史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马克思主义学科
知识开发课程思政的指导性资源，又要开发课程本
身所蕴含的职业价值、职业使命、职业道德等内生
性资源，还要开发课程所涉专业、行业、国家、
国际、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等拓展性资源。二
是引领教师课程与思政融汇能力的提升。课程思
政不是机械的课程+思政，而是课程与思政的深度
融合、有机统一。思政课教师要引领广大教师立足
所授课程的性质宗旨、基本理念、思维方式、核心
内容、教学方法等，将课程思政资源创造性转化和
运用于课程教学，找准育人角度、育人时机，实现
课程与思政的融会贯通、浑然一体，达到润物无声
的育人效果。三是引领教师课程思政教法创新能力
的提升。当前，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单向灌输、生
硬说教现象，缺乏课程思政的教学艺术。思政课教
师要引领广大教师坚持启发性、主体性、潜隐性，
因课制宜、因生制宜、因时制宜，灵活运用小组讨
论、课堂辩论、主题研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
调查参观、虚拟现实等多样化教学方式，激发学生
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二)对课程建设“主战场”的布局引领
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是对课程建设“主战场”

的“排兵布阵”，即构建科学立体的课程思政体
系，实现全课程育人，而思政课程对课程思政体系
的整体布局和设计开发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原生型课程思政开发引领。结合各学科专业、

▏即实Ⲥ빬引领䅖描制̮텍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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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16]。三是
从微观上设计不同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不同
学科专业是由不同专业课程构成的，学科专业的具
体目标还要进一步细化为其下设的不同专业课程的
特殊目标，并根据各专业课程的专题或章节内容再
进一步设计各专题或章节的更特殊的目标，形成专
业课程的体系化目标[17]。

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统筹引领。针对目前
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随意
性、碎片性和重复性问题，思政课程对课程思政教
学内容的引领有两个着力点：一是指导课程思政构
建科学系统的教学内容体系。首先，贯彻《纲要》
要求，引导各门课程全面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宪法法治、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18]

等课程思政的一般内容。其次，在坚持课程思政一
般内容的大方向下，结合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与优
势，建构各学科专业的具体思政内容。最后，在各
学科专业的具体思政内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专业
课程的性质宗旨、思维方式和主要内容等，建构各
门专业课程的特殊思政内容。由此形成科学立体、
层次分明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避免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的随意性和碎片性。二是统筹协调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内容，避免重复。一方面要厘清思政
课程的思政内容与课程思政的思政内容之间的边界
和彼此的侧重点，避免二者在内容上越界和重复，
不能把专业课程过度“思政化”。另一方面也要厘
清不同专业之间以及同一专业内部不同课程之间思
政内容的特殊性和边界性，避免交叉重复，影响学
生的感受性和接受度。

对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的道术引领。毛泽东
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
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
话”[19]。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实践活动，在
规律和方法等方面与其他教育活动有着本质区别。
因此，有效开展课程思政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
律和方法，加强思政课程对课程思政的道术引领。
“道”的引领是指规律层面的引领，思政课程要指
导其他各类课程深入认识、遵循和运用人的思想政
治品德形成发展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等，从而提高课程思政的科
学性与有效性。“术”的引领是指方法层面的引
领，思政课程要指导其他各类课程掌握和运用思想
政治教育特殊方法开展育人活动，包括思想政治教
育的原则方法、具体方向、操作方式等专门方法体
系，如比较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激励感染教育

法、心理咨询法、思想转化法等教学方法。与此
同时，还要注意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方式方
法的差异性，前者以显性教育为主，后者以隐性
教育为主。

三、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的有效进路

推动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从应然走向实然，
真正实现思政课程对课程思政的有效引领，还需要
具体的实现路径。

(一)实施“思政课程领航计划”
实现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前提是强化顶层

设计，实施“思政课程领航计划”，以政策和制度
保障思政课程对课程思政的引领。

从政策上确立思政课程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体系中的引领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的形势下，有些高校出现一些错误倾向，要么
忽视思政课程的改进发展，要么模糊化甚至弱化思
政课程的地位，更有甚者企图将思政课程隐入其他
人文素质课程[20]，实质是要取消思政课程，以课程
思政代替思政课程。因此，当前加强和改进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必须摆正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的关系，不仅要明确思政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还要进一步确立思政课程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引领地位，并始终
把思政课程置于优先发展、重点建设的战略地位，
大力支持思政课程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为思政课程
领航课程思政提供政策依据。

从组织上构建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的专
门机构。各高校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挥马
克主义学院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组建
由高水平思政课专家领衔，教学名师、熟悉高等
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管理人员等构成
的课程思政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指导、咨
询、督查和评估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具体包括对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提供专家咨询意见，制定
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意见与规划纲要，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培训，指导课程思政体系设计和教材建
设，组织思政课教师和各院系教师开展课程思政
交流研讨，参与课程思政教学督查和评估等，推
动课程思政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

从制度上激励思政课程领航的动力和课程思
政建设的内驱力。首先，建立健全思政课程领航课
程思政的激励机制，将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作为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基本职责，并将其建设成效纳入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评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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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评估的考察范围。还要将思政课教师指导和参与
课程思政建设的情况和成效作为思政课教师岗位聘
用、考核评价、职称评审、评优评奖的重要指标。
其次，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不仅需要思政课程的
积极引领，也需要各类课程的主动配合。因此，还
要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的激励机制，激发课程思
政建设的内驱力。对此，《纲要》提出，在“双一
流”建设监测与成效评价、学科评估、本科教学评
估、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专业认证、“双高
计划”评价、高校或院系教学绩效考核过程中，要
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与此同时，在教师岗位聘用、考核评价、评优评
奖、培训进修的过程中，也要着重考察教师参与课
程思政建设的情况与成效[21]。

(二)推动思政课程内涵与外延共进式发展
实现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最根本的是深化

新时代思政课程改革创新，实现思政课程自强，以
更好地引领、示范、带动课程思政的建设和发展。

提高思政课程的质量和水平，推动思政课程
内涵式发展。当前，从内容上提升思政课程的思想
性与理论性，从内容和形式上提升思政课程的亲和
力与针对性，是加强和改进思政课程的关键所在。
思想性和理论性是思政课程的魂，也是思政课程领
航课程思政的根。“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2]。只有彻底
的思想理论才能说服学生、才能引领课程思政。这
就要求思政课教师必须具备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
想，特别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文件精神、教学重难
点问题等，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的思想困惑
和理论需求，以强大的真理力量引领课程思政的航
向。亲和力和针对性是思政课程的生命力之源，直
接关系到大学生对思政课程的接受意愿、思政课程
的教育效度、思政课程对课程思政道术引领的实现
程度。增强思政课程的思想性和理论性不是灌输空
洞抽象的大道理，而是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
受特点，使教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促进学生对思想理论的认同、悦纳和践行。特别要
注重利用大数据精准把握学生的思想困惑、现实关
切、思想动向、需求偏好等，进而实现教学内容的
精准供给和教学方法的精准运用。

凝聚思政课课程群的合力，推动思政课程外
延式发展。实现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不仅要提升
思政课程本身的质量和水平，还要加强思政课课程
群建设，从而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扩大思政课程

的影响力和引领力。《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必修课加
选修课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即各高校在现有思政课
必修课程的基础之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四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等为重点，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23]，建设思政
课课程群。如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开设专题性课程，扩展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深
度，打造品牌思政课课程群。建设思政课课程群，
不仅有利于拓展思政课程的外延，更有利于加强思
政课程对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
和引领，从而提高思政课程的引领力和辐射力。

(三)在协同联动中领航课程思政
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最终还是在二者协同合

作、联动育人中实现的。高校要积极建立制度、搭
建平台、拓宽渠道、创造条件，促进思政课程在与
课程思政协同中实现领航，在领航课程思政中实现
协同。

在学科互动中领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思
政课程的学科基石，是增强思政课程思想性和理论
性的供给源头，是思政课程领航课程思政的理论支
撑和学科支撑。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政课程领
航课程思政，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
其他学科，在学科交流互动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对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引
领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吸收借鉴哲学社
会科学相关学科的新范畴、新观点和新方法[24]，不
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创新发展，为思政课
程领航课程思政提供有力支撑。

在教学协同中领航。在课程设置上，思政课程
要指导其他各类课程并与之联合开发新课程，“重
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
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公共基础课程”[25]。在教育
教学上，建立思政课程与其他各类课程之间的集体
备课、双向听课、思政课示范教学、教学资源共
享、教材共建等制度，并在此过程中指导课程思政
进行教学标准制定、教学设计、教材编写、教学内
容开发、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评价等。

在科研合作中领航。马克思主义学院要领衔
组建高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鼓励思政课教师与其
他各类课程教师围绕课程思政相关教研科研选题进
行专题研讨、联合申报课题、合作撰写论文，力求
破解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
特别是关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联与差异，课
程思政建设的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外域、经验与教
训、本质与规律、机制与路径等重要问题，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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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基础和科学指引。
在队伍交流中领航。一方面思政课教师通过

培训指导、教学观摩、伙伴式学习、沙龙研讨等
多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各类课程教师之间的交流
互动，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其他课程教师提升课程
思政建设的意识、素养和能力，指导课程思政名
师工作室建设和课程思政教学骨干培养。另一方
面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与其他专业课教师队伍之
间的人员流动与输送，积极吸收哲学社会科学相
关学科中具有一定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人才作为
思政课兼职教师，鼓励对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
有建树的思政课教师适当承担对应的哲学社会科
学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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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ng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Piloting Education
Wang Rui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Sichua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 and the core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guidance which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ensure the correct course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innovation vitality and development real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ild a benign curriculum 
ec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talent 
training in Sociali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ocus of this guidance is leading the teachers to be the “main force” role, leading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o be the “main battlefield” layout,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 main channel”. 
Implemen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pilot plan”, promoting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nd pil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llaborative linkage 
are the realistic way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pilot education to move from what should be to w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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