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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方法论探析
———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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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对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铸就教育之魂的理念创新和实践

创新。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主力军; 而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关键在于掌握“挖掘、融入、教育

者先受教育”的方法论，练好开展课程思政的基本功。其中，“挖掘”和“融入”是重点，“教育者先

受教育”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教师要深刻领会课程思政方法论的具体内涵和内在要求，不断提高

开展课程思政的本领，才能真正提升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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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高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而对系统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 务，铸 就 教 育 之 魂 的 理 念 创 新 和 实 践 创

新。”［1］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加强课程思

政、专业思政十分重要，要提升到中国特色高等教

育制度层面来认识”，“高校要明确所有课程的育人

要素和责任，推动每一位专业课老师制定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设计，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

讲育人。”［2］当前，全国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如火

如荼，“课程思政”的理念已经逐步成为广大教师的

共识。北京联合大学在近几年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探索的实践中明确提出了“校院整体推进、系( 部)

主导、教师主体”的三项基本原则。针对教师主体

作用的发挥，学校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提升，逐

步形成了“挖掘、融入、教育者先受教育”这一指导

全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方法论，并强调所有教师

必须把握好“深入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和“有机融入课堂教学”这两个重点，解决好

“教育者先受教育”这个重点和难点，练好练强开展

课程思政的基本功，不断提升课程育人的能力和

水平。

一、深入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是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基础

教师要深入挖掘各类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必须遵

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基本逻辑，深刻把握

育人“主渠道”的新定位，切实落实“两个所有”的

新要求，对标聚焦“三句话”的核心内容，着力做好

“一依据三结合”的文章。
( 一) 为什么要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 ———基于课堂教学是育人主渠道定位下

对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有育人职责

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

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我国社会主义

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课

程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思政则是把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更高水平

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最基础的手段。新时代教师作

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主体，立德树人的责任重

大，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不能忘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自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自

觉肩负起“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4］，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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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育人主渠道的科学定位，明确所有课程

的育人要素和责任，深入挖掘每一门课程所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要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

人人讲育人［2］，“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4］。
( 二) 需要挖掘的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是什么? ———对标聚焦“三句话”核心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

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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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

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是课程思政缘起的总

源头。新时代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必须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紧紧

围绕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这三句话，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确

保所挖掘的内容体现政治性、饱含育人性、富有科

学性、具有生动性，并能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

中，以此实现所讲授课程在价值引领、知识教育与

能力培养方面的有机统一，并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育人总目

标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保持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对教师而言，这是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元素的基本依据和根本遵循。
( 三) 如何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 ———着力在“一依据三结合”上下功夫

教师要“以‘培养什么人’这个教育的首要问

题为根本导向，以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6］，结合课程、专业以及学科的实际，挖掘课

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增强课程的育人功

能，为开展课程思政夯实基础。
一是要依据课程所归属或服务①的学科和专

业进行挖掘。课程是专业的组成要素，各类课程育

人作用的发挥要以专业建设为依托，并需要学科建

设的强力支撑。教师要结合课程所归属和服务的

学科与专业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现实状况和未

来趋势，特别是所涉及的重大工程和科学技术发展

成果，科学家或模范人物事迹，学科专业原理、观点

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实践、教学实践、科技实践等，

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使命感、责任感、爱国精神、奋斗

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使之

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二是要结合学生未来所从事工作的职业素养

要求进行挖掘。职业素养是指职业内在的规范和

要求，是从业者在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

质，包含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行为、职业作风

和职业意识等。良好的职业素养是每一位大学生

在未来职场上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对于学生职

业素养的培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除一般

共性的职业素养之外，不同学科和专业对学生的职

业素养培养各有侧重，甚至差异很大。教师要结合

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特点以及学生未来所从事工

作的职业要求，从职业素养养成的角度，有针对性

地挖掘课程所蕴含的育人元素，增强课程育人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学生职业发展能力。
三是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

行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

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

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实践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对学生进

行“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爱国主义等教育的生

动教材。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选取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地区的实践成

果进行案例教学，分析阐释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深厚情怀，增强课堂的育人效果。要特别关

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背后的文化优

势，积极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 先 进 文 化。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在

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7］教师要注重文

① 课程思政具有双重特性: 一是课程思政的专业规定性，即课程思政要体现专业对所培养的人才核心素养的共性要

求; 二是课程思政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教师的自主性。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首先要依据所属专业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同时要在学科范围内进行拓展，这是由课程思政的专业规定性所决定的; 同时，服务本专业的非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也

应该注重从所服务的专业和学科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体现“因专业施教”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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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学生成长的浸润熏陶，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中挖掘课程育人所需要的文化元素，滋

养学生健康成长。
四是要结合国际国内时事进行挖掘。新时代

的大学生葆有积极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热情，

对国际国内时事、社会热点问题、重大事件等都特

别关注，而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教师要把

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放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两种

资源的背景中，挖掘有利于培养和训练学生科学思

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内容进行教学，教会学生用正

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并分析问题，让学生更深刻

地认识世界、理解中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

任感，例如中美贸易战、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英国

“脱欧”、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

二、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各

环节是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核心要求

课程思政不是“课程 + 思政”，也不是课程“思

政化”或者“去知识化”，而是对包括思政课在内的

所有课程发挥育人功能的新要求。教师开展课程

思政，切忌对所挖掘的思政元素进行“说教”“生

切”“嫁接”①等简单化处理，必须在挖掘课程所蕴

含的思政元素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新认识

和重构再造，将所挖掘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

学，实现所讲授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体系教

育上的有机统一，进而达成育人和育才的统一。
( 一) 深刻把握融入要求和标准

融入要全面。所谓“全面”主要是指全过程、无
遗漏。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教师要用足用好

课堂，把所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堂教

学，但又不能只限于课堂教学，而是要根据课程性

质和特点，对所挖掘的内容进行全面系统化的教学

设计，将其融入课堂教学所关涉的教育教学全过

程、各环节、各方面，既包括课堂教学环节，又包括

实践教学、课外作业、考核评价等环节，不断深化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这一重要指示要求的探索实践。
融入要有机。所谓“有机”是相对于简单化、机

械化而言的。教师所挖掘的元素，不是从别的什么

地方搬过来的，而是课程本身所蕴含的。教师在把

所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教学过程中，

不能简单拼凑叠加，搞成“两张皮”，切忌贴标签、生
搬硬套; 必须要以教学需求为根本依据，优化教学

设计、教学结构和教学过程，提升课程的育人功能，

努力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也是课程思政的

最高境界。
( 二) 着力深化融入设计与实践

教师把所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

教学，不是一道简单的物理工序，而是一次充满挑

战和艺术的“化学反应”，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育人

工作。教师必须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的总目标，按照

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中的育人规定，重新认识

和梳理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教法等，对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的融入进行系统化、再造性的设计和实

践，体现到课程教案、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学生自

主学习等各方面之中，实现课程知识教育和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机统一。
融入教学方案是关键。教学方案是教学实施

的方案设计，是教师实施教学大纲的主要依据和路

线图。教师把所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教

学方案，既是对融入的内容、时点、方式、方法等根

据学科知识特点、教书育人规律等进行的科学合理

设计，也是对课程内容的重新梳理和再造，以确保

知识教育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统一，这是教

师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性准备工作。例如，北京联

合大学旅游学院桑建老师在制定《饮食文化概论》
课的教学方案时，将课程大纲规定的 7 个章节的内

容，结合教学实际需求，再造为 5 个章节，收到了良

好教学效果②。

①

②

说教: 主要是指教师没能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而是就爱国、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进行生硬、机械地空

谈，思政部分和专业课仍然泾渭分明。生切: 主要指在讲专业课程时，突然切换到思政内容，让学生摸不着头脑。嫁接: 主要

指同一专业的不同专业课教师，均使用同一个案例。虽然教师将思政元素和课程结合了起来，结合方式也很容易，但是学生

上多门课后，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思政案例，很容易产生疲劳。
开展课程思政之前，《饮食文化概论》课按照知识传授导向共编制了“中国饮食的起源与发展”“中国饮食科学与人

物”“中国饮食民俗与礼仪”“中国菜肴文化”“中国宴席文化”“中国茶文化”“中国酒文化”等 7 个章节; 开展课程思政之后，

桑建老师根据新的课程目标对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再造，共编制为“政味同道———饮食与政治的关系”“民食为天———饮

食与经济的关系”“神嗜饮食———饮食与宗教的关系”“字海飘香———饮食与汉字的关系”“大味必和———饮食与哲学的关

系”等 5 个章节，突出了价值塑造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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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堂教学是重点。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

能，所有课堂都是育人的主渠道。把所挖掘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是教师开展课程思政

的重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艺术性，需要选择合

适的、多元的教学方法作为辅助。可采用案例教学

法、问题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讨

论式教学法、情境模拟教学法、比较教学法、项目教

学法等，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价值判断情境等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认识问题和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思

维、方法论和价值判断，激发学生的思想碰撞和情

感体验，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例如，北京联合

大学机器人学院韩玺老师在讲授“传感器芯片的设

计原理与制造工艺”时，通过对中美贸易战、中兴事

件等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深刻阐释人工智能发展

对我国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树立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的信

念。同时，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 VＲ 虚拟仿真等现

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

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发挥多媒体技术在价值引导、
情感传递和道德示范方面的优势作用。例如，北京

联合大学城市轨道交通与物流学院曹丽婷老师在

讲授“物流自动化系统的结构与作用”时，通过视频

让学生感受京东无人化仓储中心的全自动物流运

作，体验真正的现代物流，了解我国现代物流的最

新研究 成 果，有 利 于 激 发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信 和 自

豪感。
融入实践教学是重要方面。加强实践育人，对

于不断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

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

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把所挖掘的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融入实践教学，就是要将育人目标统筹

到实践教学目标中去，坚持把育人要求融入实践教

学工作全过程，加强对实践教学方法的改革，重点

推行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案例的教学方法和

学习方法，在解决问题、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使学生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增强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

培养其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等。例如，北京

联合大学艺术学院举办“溯源红色”创作活动，组织

美术专业的学生来到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手绘北

京城市副中心，通过艺术品创作浸润学生的北京

情、爱国心。同时，要充分挖掘实践场所所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实践教学中做足做实思想政

治教育。例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周爱华

老师把《空间数据采集实习》课程与红色“1 + 1”活

动相结合，对实习内容、形式和实习任务进行了精

心设计，将红色乡村作为实习地点，通过绘制村庄

旅游资源分布图、交通图以及村庄旅游资源宣传手

册，既锻炼了学生的专业能力、磨炼了学生的意志，

又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提升了其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意识。
融入学生自主学习是重要拓展。指导学生的

自主学习是课堂教学活动的自然延伸和必要补充。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时，要着力提升学生的

思考能力、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能力，让学生在自

主性学习中体悟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坚定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担负

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和责任。例如，北京联合大

学应用科技学院邱红老师的《消费者心理与行为》
课程，在指导学生课后的自主性学习时，要求学生

调查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结婚四大件”的内容，

并对身边人物进行访谈，深化对消费 1. 0 时代到消

费 4. 0 时代变迁的认知，有利于让学生深刻体会新

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带给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

方式的变化，从而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

豪感。

三、“教育者先受教育”是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

关键所在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时，其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把所挖掘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全面有机融入课堂教学的精度和

效度，都与教师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能力等密切

相关。因此，“教育者先受教育”是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的关键所在，教师要把自我修养和参加教育培养

结合起来，努力在明道、信道的基础上向学生传道、
授业、解惑; 学校则要建机制、搭平台，多措并举加

强对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教育引导，不断提升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
( 一) 教师要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承担着神圣使命，高校教师要“努力成为先进思

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3］。教师只

有自己信仰坚定，对所讲内容高度认同，做学习和

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才能讲得有底气、讲得深

讲得透，才能有效引导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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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思想政治素质是新时代教师第一位的素质，

教师要按照“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和要求，自觉学习

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坚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升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回应学

生关切、解答学生困惑、引导学生发展的能力。特

别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

系实际学，把握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让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

主义旗帜在所有课堂上高高飘扬。教师要充分发

挥好课堂育人的主渠道作用，要“做学生锤炼品格

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

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8］。
( 二) 教师要持续不断增强育人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

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3］教师的育人本领

主要体现在其专业水平和执教能力上，这是教师育

人本领的核心能力。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是

对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的所有课程发挥课堂

“主渠道”作用的总要求，对新时代教师的执教能力

提出了新要求。课程思政涉及所有课程，教师开展

课程思政，不是增加学时和学分，而是对课程结构、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的重新认识和梳理，是课程建

设自身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附加的要求和负

担。因此，教师要着力围绕课程思政提升专业水平

和执教能力，增强育人本领，既要对本学科和专业领

域的知识娴熟贯通，又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
史、时政等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知识有一定了解; 既要

了解学生专业知识水平，又要关注学生思想政治状

况; 既要有专业知识传授的逻辑技巧，又要有一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技能。唯有如此，教师的专业水平和

执教能力才能不断提升，育人本领才能不断增强，才

能真正把广大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 三) 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

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3］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学生则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都是其师德师风素养的直接体现，对学生的

影响潜移默化，作用甚大。正所谓，“一个人遇到好

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

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则是民族的希望。”［9］因此，教师要自觉把教书育人

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为准绳不断规范

职业行为; 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

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

学术规范相统一，更好地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

( 四) 学校要多措并举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引导

“教育者先受教育”，不仅是要求教师要加强

自我修养，而且也需要学校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培

养，促进教师更好地发展和成长。因此，学校作为

课程思政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和组织者，要紧抓

“教育者先受教育”这个关键，加强对教师的教育

培养，提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综合素质。第一，

要加强教师职业发展培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武装教师，使立德树人的理念扎根

教师心田，融入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增强教师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第二，要大力促进交流互鉴，积

极搭建“师德师风建设论坛”“‘课程思政’建设交

流展示会”等交流平台，组织各学科专业教师开展

相互切磋，交流经验、深化研讨、弥补不足，不断提

高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和水平。第三，要强

化政策保障和激励，通过建立考核机制、评价机

制、榜样引领机制等，发挥好政策导向作用，激发

“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内驱动力，不断提高教师开

展课程思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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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HAN Xian － zhou
(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involves innovative ideas and practice for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and
forging the soul of education． Teachers are the main force in carrying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the key to which lies in teachers＇ mastering the methodology of“exploration，integration，

and educators being educated first”and practicing the basic skills of delive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exploration”and“integration”are the key points，and that of“educators
being educated first”is another key point and also a difficult point． Teachers should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concrete meaning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arry it out in order to tru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by mea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ll curricula;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igher edcucation; classro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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