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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
务% 从'课程思政(理念提出至今$已有大量学者进
行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 !"!$年教育部开
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确定了.((门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 本研究选择其中部分公开展示的
课程作为研究案例$为保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选
取的课程类别涵盖理工大类和文管大类$课程性质
涵盖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

依据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的评审标准$本研
究主要从师资情况&总体设计&教学实践&评价与成
效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总结$以期为其他教师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思路借鉴% 其中$课程师资情况
回应了教学中'谁来教(的问题+总体设计侧重课程
思政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回应了教学中'教什么(的
问题+教学实践侧重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和过程$

回应了教学中'如何教(的问题+评价与成效是对整
体课程思政建设过程和结果的反思$回应了教学中

'怎么评(的问题% 具体分析的逻辑架构如图$

所示%

图$-课程思政示范课分析的逻辑架构
一#$谁来教%'发挥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

主体作用
教师队伍建设坚持'以德为先($与职业教育坚

持'立德树人(相辅相成$是职业院校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的重要保障% 课程思政示范课对于教师主体
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升教师思政意识和能力% 高校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工作$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改革意愿$首
先应进行内在激发% 教师的思政意识是课程思政
建设的关键$教师应当自觉树立思政意识$强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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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初心$用心挖掘思政要素$在落细&落小&落实上
下功夫% 通过自学&培训&研讨&科研&竞赛等形式
提升思政教学能力% 具备思政意识和思政能力的
教师$能够言传身教$鼓舞和推动学生前进$实现德
育目标% 课程思政示范课几乎都提到了教师思政
意识的重要性$普遍认为课程思政是一种教学理
念$需要教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比如$清华大学
于歆杰教授认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在于身教$教师应
当敬畏课堂&尊重学生$从不调课或代课是一名教
师思政意识的体现$这种自我要求必将提升课程思
政教育的信度和效度+中国农业大学刘志琦教授认
为教师需要用心挖掘思政要素$教师的思政意识水
平决定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 此外$高职院校
应当依据教师育人意识的形成机制做好引领工作$

督促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二是加强团队建设% 无论宏观&中观还是微观
层面$团队相对于个人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对于
专业而言$团队能够集思广益$提升整体课程思政
建设效率和效果% 从课程思政示范课团队人数来
看$示范课中多人团队结构占比较大$*人团队结构
的最多$有#.#门$占..</*c+$人团队结构的仅有
!$门$占/c% 成员有来自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全国工人先锋号&教师师德先进集体的成员$有国
家级&省级&市级教学名师&岗位能手&教学大赛&教
学成果获奖者$也有杰出青年&领域专家&国家基金
主持者等$体现出课程思政建设对专业团队整体思
想水平&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有一定要求% 从团队
分工来看$团队成员责任明确&合作互补% 如-计算
机应用基础.构建了专业教师O思政理论教师O管理
技术人员的'多方参与&协同育人(团队$能够集思
广益$从不同角度保障课程的建设运行$思政课教
师的参与能够把控专业课程思政要素挖掘的方向
和准确性+-互联网基础与应用.团队成员按照教学
设计&思政元素挖掘&实践教学&素材收集&技术支
持等任务进行分工$团队组织合理有效$高级职称
教师在团队中起主导作用%

二#$教什么%'发挥内容在课程思政设计中的
承载作用

内容建设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方面$内容承
载着育人理念与育人资源% 课程思政示范课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设计%

一是确立思政目标% 目标依据课程类别不同
而存在差异$文管大类课程德育目标主要聚焦在培
养学生的诚信价值观&法治价值观&人文关怀&国际
视野&职业精神&制度自信等+理工大类课程德育目
标主要聚焦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唯物主义辩证
法思维&民族责任感&探索精神&大国自信&工匠精
神等% 医学类课程德育目标主要聚焦在培养学生
的仁心仁术&人道主义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
等% 示范课德育目标的确立$综合考虑了宏观&中
观和微观层面$如国家发展需要&行业趋势&地方特
色&学科特点&课程定位等$引领课程的价值导向%

如-国际贸易概论.目标在于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

提升学生视野与担当+-大学英语.目标在于培养助
力文化自信建设$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物理学科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目标
在于培养扎根西部$振兴西部乡村教育的人才+-教
育技术学概论.目标在于培养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教
学的人才+-糖业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立足广西当地
糖业特色$培养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献计献策&

贡献自身力量的人才+-高等数学.致力于展示数学
之优美$体现科学之力量+-普通昆虫学.目标在于
促进学生对植保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理解% 目标决
定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对后续内容设计&方法
选择&教学评价等都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构建思政内容体系% 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是整门课程的德育纲领$统领思政要素挖掘&内容
载体选取等工作$对课程育人功能的发挥起到关键
作用% 课程思政示范课均构建了完整的思政内容
体系$如-旅行社计调实务.构建了'一任务&一主
题&三思政契合点(的德育体系$每个工作任务确立
一个课程思政主题$每个课程思政主题找准三个课
程思政契合点$搭建围绕德育目标实现的内容框
架+-宇宙简史.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宇宙观为核
心$以问题为导向分模块融入相关价值与精神教
育+-航空发动机原理与结构.以'中国战鹰中国心&

动力梦(为价值引领$构建了核心价值观&航空动力
情怀&专业科学思维&工匠职业精神四条思政教学
主线% 在构建思政内容体系时$可以紧扣德育目
标$依据课程特点&专业特点&学校特点乃至区域特
点$提炼思政教育主线$围绕主线以专业知识为顺
序循序渐进设置德育专题$贴合学生认知规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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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德育成效%

三是编写思政融合教材% 课程思政示范课大
多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其中部分课程团队已形成教
材成果$如-液压与气压传动.已编制一套系统完整
的具有丰富思政元素的新型教材$-全球公共艺术
设计前沿.已配套多本课程思政专用教材$并建设
了视频资源% 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教材能够助力
课程育人功能的发挥$而建设或选用国家规划教
材$有助于在教学目标和内容上贴近国家发展和时
代需要$提高教育适应性%

三#$如何教%'发挥教法在课程思政实施中的
机动作用

教学设计引领教学实施$教学实施是落实教学
设计的过程$课程思政示范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教学实施%

一是设计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一种具体化&

操作化的教学思想或理论$能够使得整个教学设计
和教学过程有章可循&组织高效% 示范课依据课程
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教学模式% 如-文学概论.采用
双主体!教师&学生"&双自主!自主学习&自主管
理"&双四环!理论知识四环&实践技能四环"&双提
升!教师&学生能力提升"的教学模式$分主体和环
节逐步完成思政融合+-材料力学.采用'/

+

/

+

/(教
学模式$分/个目标&/种方法&/个标准开展思政融
入$引入工程案例&科研成果&竞赛等提升教学成
效+-系统解剖学.采用'一个中心!学生"&二个载体
!案例"&三个结合&四个课堂(教学模式$引入校外
资源共同育人%

二是选择教学方法% 教法是教师依托教材$在
课堂主渠道实施育人的手段$教法巧妙与否直接影
响育人成效% 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法的选择
应当依据专业特点&课程特点&学生特点乃至知识
点特点展开% 在示范课中最频繁被使用到的是案
例法$其次是启发法$小组讨论法&实践教学法&翻
转课堂法&角色扮演法也被广泛使用% 案例法&实
践教学法能够将知识点与现实联系起来$在思政要
素传递时$便于学生理解和感受$能够提升德育的
温度$如-社会学概论.的'田野课堂(+启发法&翻转
法强调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思考
积极性$相对于讲授法$能够提升德育的深度$如
-全球公共艺术设计前沿.的'翻转智慧课堂(+小组

讨论法&角色扮演法强化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人际
交往$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能够提升德育的趣味
性$如-沟通的力量.的'情景模拟课堂(%

三是应用信息化工具%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
息化建设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大多示范课
都建设了在线资源$实现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适应了新冠肺炎疫情及学生学习习惯变化带来的
教学形式变革% 普遍被使用的在线教学平台是慕
课$部分课程思政示范课已被评为国家级&省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具备较高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如
-机械原理. -认识武汉2大国工业. -分析化学
!$".等为国家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此外$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是频繁被运用的信息化教学
手段%

四#$怎么评%'发挥评价在课程思政改革中的
指挥棒作用

评价是'指挥棒($为教学再实施提供反馈$是
教学改进的依据% 课程思政示范课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评价与反馈%

一是学生评价% 对学生开展评价的方式有#问
卷调查&学生访谈&任务考核&自我评价&同伴互评
等% 学生是教学的重要参与主体$学生的学习体验
和收获是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体现% 从示范课的
学生评价方案看$学生评价方式由结果性评价转变
为过程性评价$教师在观念上更注重行为和细节评
价$如-物理学科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采用'形成
性评价O诊断性评价$整体评价O个别评价(的方式+

-糖业循环经济应用技术.额外设置了思政考评加
分$如擦黑板&实训器材归置等+-旅行社计调实务.

构建了'五化(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过程全程化&考
核内容综合化&考核形式多样化&评价主体多元化&

评分标准导向化+-PG[应用安全与防护.采用知识
掌握层&运用能力层&情感态度层'三层动态化(评
价方式%

二是教学评价% 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效评价主
体$包括学生&企业和专家等% 示范课的成效主要
体现为学生认可&企业认可&专家认可&同行院校好
评&示范辐射效果显著&学生竞赛获奖&督导认可&

媒体报道&育人工作室获批等方面$在育人效果上
取得突破% 如-材料力学.被学生评为'我听过最好
的力学类课程(+-民法总论.负责人连续两年被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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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计算机应用基
础.学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微生物遗传育种
学.依托课程建立了'言微新生(教师育人工作室%

五#结语
教师&教材&教法是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践行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落脚点$教师是根本$

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关键+教材是基础$为教学活动
提供学习的对象和条件+教法是途径$为教师传递
知识和价值观搭建桥梁$三者有机结合$回应教学
中'谁来教( '教什么( '如何教(的问题$最终通过
合理的评价机制对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进行过程和
结果分析$为改进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回应教学
中'怎么评(的问题%

参考文献!

/$0马树超$郭文富<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应坚持立德
树人/10<中国职业技术教育$!"$H!/#"#/)

+

/*<

/!0翟文豹<课程思政建设#逻辑起点&基本前提与实践
路径111以行业特色型高校为例/10<现代教育管理$!"!$!("#

/)

+

#$<

//0杨晓珍$王文权<高职课程思政的属性&生成逻辑与
实践路径/10<职业技术教育$!"!$$#!!$H"#..

+

.(<

/#0许世建$董振华$黄辉<坚持德技并修优化类型定位$

全面推进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建设111职业教育课程思政示
范项目建设综述/10<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

/)0尹成鑫$和震$任锁平<劳模&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文化
素质教育的有效路径探究/10<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

+

.#<

>#9#)%("$-&"#/)&"$27.#$*$,'()*)-./$*'&'()*4$-9&%B(&'$-$24$**#,#4B%%'(B*BEB-.#%&"#

D)(C,%$B-.$2'!"%##

+

#.B()&'$-( >#2$%E

PQ'R,;C:

+

ESF

!&D4::M:T̂D:F:K;DICFC>GKGF5$ &4CF>4C;YGD4F;DCM%F75;5S5G:T̂MGD5=:F;Dl%FT:=KC5;:F$ &4CF>4C;!"$#$$$ N4;FC"

0;9&%)(&# Y4G;9G:M:>;DCMCF9 6:M;5;DCMD:F75=SD5;:F :TDS==;DSMSK;7CF ;K6:=5CF5KGC7S=G5:;K6=:XG54GG9SDC5;:FCM

GTT;DCDU:T6=:TG77;:FCMD:S=7G7;F D:MMG>G7CF9 SF;XG=7;5;G7<Y4;76C6G=S7G754GDC7G75S9UKG54:9 5:CFCMUBG54G

;9G:M:>;DCMCF9 6:M;5;DCM9GK:F75=C5;:F D:S=7G:T54GI;F;75=U:T̂ 9SDC5;:F T=:K54GC76GD57:T5GCD4G=7$ 54G:XG=CMM9G7;>F$

54G5GCD4;F>6=CD5;DG$ 54GGXCMSC5;:F CF9 54GCD5SCMGTTGD5$ 5:CF7AG=54G?GUiSG75;:F7;F 54G;9G:M:>;DCMCF9 6:M;5;DCM

6=CD5;DG:TDS==;DSMSK# 'P4:5:5GCD4($ 'P4C55:5GCD4($ 'k:A5:5GCD4( CF9 'k:A5:GXCMSC5G(<%5;7D:FDMS9G9 54C5

5GCD4G=7$ 5GCD4;F>KC5G=;CM7CF9 5GCD4;F>KG54:97C=G54GT::54:M97T:=54G6=CD5;DG:T;9G:M:>;DCMCF9 6:M;5;DCMG9SDC5;:F$

CF9 GXCMSC5;:F ;754G[C5:F :T;9G:M:>;DCMCF9 6:M;5;DCM=GT:=K<N:MMG>G7CF9 SF;XG=7;5;G774:SM9 T:DS7:F ;K6=:X;F>

5GCD4G=7* ;9G:M:>;DCMCF9 6:M;5;DCMCAC=GFG77CF9 C[;M;5U$ 75=GF>54GF 54GD:F75=SD5;:F :T54G5GCD4;F>5GCK$ 9G7;>F 54G

;9G:M:>;DCMCF9 6:M;5;DCM5GCD4;F>D:F5GF5T=:K54G>:CM$ D:F5GF57U75GKCF9 5GCD4;F>KC5G=;CM7$ D4::7G5GCD4;F>KG54:97

TMG@;[MU$ CF9 KC?GGXCMSC5;:F CF9 ;K6=:XGKGF55;KGMU$ A4;D4 ;754GGTTGD5;XG6C54 :T54G;9G:M:>;DCMCF9 6:M;5;DCM

D:F75=SD5;:F :TDS==;DSMSK<

<#8 =$%.9# ;9G:M:>;DCMCF9 6:M;5;DCMD:S=7G+ D:F75=SD5;:F 6C54+ 9GK:F75=C5;:F D:S=7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