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基i内核与生成逻辑

［J 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实践中不断凝练和把握其基本内核和生成逻辑，找准各类课程与思政

教育的结合点与着力点。 课程思政基本内核包括价值内核与议题内核等。 要把握课程思政“因事而化、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逻辑，“点面蔓延”逻辑，“主体间性”逻辑，“弹性空间与适度留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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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深入挖掘学科课

程或专业课程内在的思政资源，以-断丰富课程思政

的内3，同时要积极探索切实有效的途径。 在这一过

程中， 要正确地把握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核与生成逻

辑， 回答好 “课程思政是什么”“课程思政为什么”和

“课程思政怎么做”等关键问题，确保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凝练课程思政基本内核的重要意义

课程思政是以各类学科课程或专业课程知识传

G为载体进行的思想、观念、精神与价值等方面的隐

性教育过程。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学

科专业全面推进，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

心x，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

意识、道德修养等重x优化课程思政内容U给，提升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系统进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切实提升立德树人

的成效。

课程思政要有机地内嵌到多样的课程与复杂的

教学活动中去，这,要让任课教师、各a教学管理者

明确其基本遵循。 要-断M练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核，

才能5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7穿所有学科课程、融

入教学和实践的各个环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

发展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离-开无数特殊性，普遍性就

生成于这些具体特殊性的交织之中。 这为我们找到课

程思政的基本内核提U了有力的哲学理论工具。 课程

思政的基本内核，应该具有统摄各类课程思想政治教

育的确定性的实质，但又-是简单的“单一规定性”，

而是要实现“多样性的统一”。

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核也绝-是静止-动的，其意

蕴内3是一个-断丰富的过程，其与各类课程或教育

议题形成双向、互动和共生的关系。 一方面，基本内核

的稳固性，确保各类课程价值引领的正确方向，确保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有效达成。 另一方面，基本内核

的可扩展性，确保-断积极吸纳各类课程或教育议题

的精华，在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断演进。

课程思政基本内核的构成

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核，是指课程思政的实质和主

要内容，也是课程思政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本遵循\

着力x，具体包括价值内核与议题内核等。

课程思政的价值内核是指课程思政中要始终坚

持引导(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坚定认同思想

政治教育的价值本源和价值旨归。 价值内核是课程思

政基本内核的“实质”，表现在理论认同、政治认同、理

想信念认同等三个维度上的。 围绕价值内核，则可以

进一步引导教育(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价值、学习

价值、择业价值、生活价值和交往价值等。 在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的过程中，要紧密围绕其基本内核，-断M

练价值g素、开发思政资源。 课程思政也是教师与(

年学生-断M聚价值共识、提升价值自信与增强价值

自觉，做到与党始终保持在思想上的同心同德、目标

上的同心同向与行动上的同心同行的过程。

课程思政的议题内核是指课程思政在融入、渗透

和7穿学科或专业课程育人过程中必须系统强化的

中心教育议题。 这些中心教育议题是全面发展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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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国情教育、党史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红色文化教育、道德

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国防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
_民教育、生命教育等。 各高校和各专业课教师可以

围绕这些中心教育议题，通过施加有J划、有组织的

安排，制定完整有序、生动鲜活的课程思政方案，以确

保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接续性。
在实践中还应当注意研究(年学生的学习心理，避免

中心教育议题简单相加或内容重复。 同时，高校可以

分别立足本校、本学科、本专业或本课程育人资源禀

赋特x和优势，挖掘特色教育议题，形成“中心议题

特色议题”的教育议题体系，以此形成“一题多g”与

“一题多言”的各校特色方案或分专业推进策略。

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

课程思政是高校先进育人理念的具体体现，是思

政教育工作规律的必然遵循，是教师思政和学生思政

的结合x，是课堂教学的应然状态。
>一，把握课程思政“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

而新”的逻辑。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理

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的深刻体现，也是推动马克

思主义与时俱进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的

重要理念。课程思政一定是基于其基本内核的时代之

思，要确保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首先要遵循“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逻辑，才能-断挖掘思政

g素和优质思政资源。
>二，把握课程思政“x面蔓延”的逻辑。 课程思

政作为一项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探索，围绕课程思政

的政策保j、理论研究、制度设J、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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