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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

实施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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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手段，是对“三全育人”基本原则的落实。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是“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必须打造沉

浸式课程思政课堂，增强学生投入度；加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发挥教师示范性；强化课程思政建设管理，监测培育

目标的落实。从而最终实现通过课程思政来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责任感和使命感；培植学生的价值理念，鼓励追

求创新和实践；培育学生的道德观念，锻造学术忠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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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１］人才

培养是大学的首要职能，是“双一流”建设的根

本，大学自诞生伊始便承担培养人才的重要职责，

为达成“双一流”建设目标，高校必须重视课程思

政建设，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和道德水平。

对于课程思政的理论内涵，学界众说纷纭，有

学者把课程思政理解为是一种用来指导教育教学

工作的教育理念，也有学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新

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还有学者把它理解为是一

种全新的课程观等等。但不论持何种观点，对于

课程思政本质的认识应该是共通的，即课程思政

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

新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１　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
课程思政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这种作用具体表征在哪些方面？换言之，课

程思政的价值意蕴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

回答是课程思政能否落实落地的关键所在。

１．１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施
手段

立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的核心所在，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从语义学角度来看，立德树人即“树立德业、培养

人才”，人无德不立，立德是根本，树人是核心。

不同的社会形态、国家制度所要树立的道德、培养

的人才各不相同，但其出发点是一致的，都要服务

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我国，社会主义教

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要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２］。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

段，是开展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它拓展了

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德育工作的开展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辅导员队伍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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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类课程教师同样隶属于德育工作队伍。课

程思政是对课程育人原则的重申，体现了对人才

培养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培养优质人才是课程思

政的中心环节。总的来看，课程思政强调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是知识培养和思

想引领工作的结合，既要完成树立德业的目标，又

要达成人才培养的任务。

１．２　 课程思政是对“三全育人”基本原则的落实
三全育人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是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

则。全员育人聚焦育人主体，指学校、社会、家庭

全员参与，人人育人，人人在育人活动中都负有育

人职责。全过程育人聚焦育人时间，是指育人时

间的全覆盖，对学校而言是指从学生入学到毕业

的整个受教育阶段，对家庭和社会而言则是指对

育人客体进行“全人生指导”，从客体出生至死亡

都包含在家庭和社会的育人时间范畴内。全方位

育人聚焦育人内容，力求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劳动教育等的融合贯通，由此实现学生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课程思政是对三全育人这一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基本原则的落实，具体又表征在它对三全育人

的三个方面的贯彻。课程思政要克服传统育人方

式的弊端，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

全过程，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手段，创新教学方

式，完善课堂教学、课外教育、网络教学“三个课

堂”，做到高校育人在学生课内外时间和线上线

下时间的全覆盖，实现全过程育人；不仅发挥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而且使“其他各门课

都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３］，充分落实全体高

校教师的育人职责，在教师层面做到全员育人。

传统的育人内容是泾渭分明的两大模块，以辅导

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力的思政工作者负

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他各门课程的专

任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体系教育，课程思政打破

了育人模块化造成的育人“壁垒”，有利于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实现全方位育人。

２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的培育
目标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的培育目标

在紧紧把握“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节和根本任

务的前提下，还必须聚焦于“双一流”建设的总体

目标和建设任务，具体来看，主要表征在三个

方面。

２．１　 培养理想信念，提升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
理想信念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

标上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存在，理想

信念指引着人们对美好的未来不懈追求，激励着

理想主体不断奋斗，理想信念的价值意义着重体

现在“信念”层面，它帮助主体自觉抵御、努力克

服奋斗进程中的各种不良诱惑和艰难阻碍。当今

世界，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给各种不良思潮对我国青少年精

神世界的侵蚀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此，高校必须把

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加

大课程思政对青少年理想信念的培育。

具体来看，“双一流”背景下，课程思政迫切

需要培养、提升学生爱国主义主导下的历史使命

感和社会责任心。“双一流”建设“鼓励学生到基

层一线发光发热，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大显身

手。”［４］为此，课程思政一方面要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以爱国主义为高校学生责任感、使命感培养的

催化剂。高校课程思政要充分利用深深扎根在学

子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爱

国主义情怀，以此激发其立志肩负民族复兴的责

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党的宣

传工作，坚定青年学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任，使其争做引领时代

风气和促进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新人。

２．２　 培植价值理念，鼓励追求创新和实践
价值理念是关于价值的一定倾向、主张和态

度的观点，价值理念凝练、升华后成为指导人们的

价值理解、判断与选择的价值观。人的行为受价

值观的支配，中国古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

富贵”“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传世箴

言既是文人士子气节的体现，也反映了其价值追

求。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

向，青少年期是个体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期，

大学生是价值观培养的主要对象，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就是要以在校大学生为群体目标、以价值观

教育为教育内容，发挥课程育人的作用，引导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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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

“双一流”建设要求“着力培养富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

才。”［５］为此，高校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课程思政建设之中，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追求

创新和实践。创新离不开思维的活跃，课程思政

要培植“自由”的价值理念，引导青少年解放思

想，追求和向往意志、存在和发展的自由，塑造追

求卓越与创新的品格；课程思政并非仅仅着眼于

思想理论层面，它同样强调实践，这与其立德树人

的总体目标息息相关。总的来说，高校课程思政

在价值理念层面要培养的是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的优秀人才。

２．３　 培育道德观念，锻造广义的学术忠诚
道德观念伴随着人的社会行为而产生，是人

们在社会交往行为中产生的各种道德关系以及指

导人们处理这些关系的行为准则，培养学生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念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培育目标。道

德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较长时期内维持着稳定内

涵，但也呈现出时代特征。中国进入新时代，教育

要向学生培养的道德观念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将表

征出不同的内涵，“德者，才之帅也”，“双一流”具

体语境下，为培养各类优秀人才，课程思政就要培

养学生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的优秀品

质，在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下，拓

展青少年的道德格局，培养学生成为有大爱大德

大情怀的人。

学生的身份具有特殊性，学习是其第一天职。

学生看似与学术精神无密切联系，但实则不然，学

术是对系统专门知识的学习，广义的学术包含专

门研究和知识学习两个层面，学生是学术活动的

参与者，学生的学习行为习惯和学习态度影响其

学术行为和学术态度，是学术精神形成的基础。

当下，“双一流”建设要求高校课程思政培育和践

行“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４］，学术精神是对学术

忠诚的一种态度，基于此，高校“课程思政”的培

育目标就是要锻造青少年学生对于广义的学术的

忠诚，即培养他们对于学术研究、知识学习的忠实

诚信态度和积极进取行为。知识学习存在于青少

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对于知识学习的忠诚表

征为实实在在、勤奋刻苦。学生是学术研究的生

力军，每一位学者都从学生时代走来，对于学术研

究的忠诚表现为对学术伦理道德的坚守和信奉，

这是一名学术研究者的底线和信仰。高校“课程

思政”在学术道德层面就是要培育学生对于知识

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忠诚。

３　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高校课程思政的建设，课堂是起点，教师是关

键，管理是保障，高校应从这三个方面构建具体可

行的实施策略。

３．１　 打造沉浸式课程思政课堂，增强学生投
入度

沉浸式课堂指为学生提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

物质或精神环境，给学生带来沉浸式体验，这种环

境既可以是显性的，如各种音频、视频，甚至是利

用ＶＲ、ＡＲ、人机交互等多种技术为学生带来虚拟
仿真场景；也可以是隐性的，通过课堂氛围的渲染

给学生带来心灵的触动或是思维的启迪，使学生

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教学内容之中。沉浸式课程

思政课堂的打造，内容是王道，技术是辅助，必须

寻找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契合点，这是其

先决条件，只有找到各类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才

能真正增加学生对课程思政内容的体认与感受，

而只有增强了学生的投入度和认同感，才能潜移

默化地培育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植价值理

念和道德观念。

打造沉浸式课程思政课堂，其关键在于内容

为学生所需，形式为学生喜闻乐见。故而，必须

“深化教学供给侧改革，提高教学供给质量”［６］，

引发和唤醒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增强学习投入度。

要开发多元开放的课程内容，提升供给质量。一

方面，加强课程设计研究，成立课程思政开发小

组，以课程思政培育目标、学生需求和课程标准为

参考，明确各门课程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要

立足学科规律，以学生关注的、鲜活的现实问题为

切入点，“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厘清思政元素

与专业内容之间的关系”［７］，提升课程思政课程

质量。另一方面，在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建设中，

以必修课、选修课、实践课、研讨课等多元形式，以

线下教学、线上教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多种途径

丰富课程思政课程形式和教学形式，满足学生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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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需求、拓展学生的课程选择空间，并逐步构建

起课程思政课程系列、课程群。

３．２　 加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发挥教师示
范性

“教师是课程思政生成的关键因素”［８］，课程

思政关涉两个重要主体———教师和学生，高校教

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能力、教学精力直接影响课程

思政的设计和实施。“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提高了对高校教师的知识素养和教

学能力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专业的学科知

识，同时要储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不仅要

从事学科专业的教学，还要具备将知识教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的教学能力。此外，高校课

程思政培植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理念的培

育目标要求高校教师以身示范，以师德引领学生

的责任感使命感、学术忠诚、创新实践意识和能力

的培养。

为此，一方面，要对高校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

进行岗位培训，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以进修、

专题培训班、宣讲会、报告会、研讨会等形式加强

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储备和教学技能、

拓展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

高校教师自觉思考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教

育的契合点，打造优质课程思政课程，使课程思政

在学生群体中“入脑、入心”。另一方面，要严格

师德、师风，以隐性的师德师风和显性的行为规范

为依托，以榜样教育为手段，以“魅力教师”等评

选为契机，选树一批在学术道德、创新实践、理想

信念方面具有示范性的优秀教师，鼓舞学生“见

贤思齐”。最后，要加强教师激励，表彰在课程思

政教学中表现突出的高校教师，提升相关教师的

荣誉感和获得感，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一股热爱和

研究课程思政的风气。

３．３　 强化课程思政建设管理，监测培育目标的
落实

“切实强化课程思政建设管理是课程思政建

设的根本基础。”［９］课程思政培育目标的落实与

否应是衡量课程思政建设成效好坏的重要依据，

课程思政建设管理应有意识地将“价值引领”功

能的增强和发挥作为首要因素，即将“提升学生

责任感和使命感、鼓励追求创新和实践、锻造学术

忠诚”的培育目标作为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首要

指标。

具体来看，高校要研制包含“学校、院系

（部）、机关职能部门以及所有教师”在内的课程

思政建设管理制度，高校党委必须主动承担主体

责任，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党委书

记要亲自谋划全校的课程思政工作，各二级学院

也要落实课程思政责任制。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

要秉持“价值引领”的目标梳理和审定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建设等重要教学文件，在培养目标、学

分分配、教学过程等环节体现课程思政培育目标；

在学生、督导、同行评价过程中增加以课程思政培

育目标的落实为监测内容的课程评价标准；利用

精品课程评审、课题申报、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

激励机制来引导教师主动投身于课程思政建设

中来。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Ｎ］．人民

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０１）．

［２］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Ｎ］．人民

日报，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０２）．

［３］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１２－０９（０１）．

［４］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等学校加快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８－２７）

［２０２０－０４－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０８／

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１６８０９．ｈｔｍ．

［５］教育部．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０５）

［２０２０－０４－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ｘｇｋ／ｍｏｅ＿

１７７７／ｍｏｅ＿１７７８／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０５＿２１７８２３．ｈｔｍｌ．

［６］刘宇文，周文杰．论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教学供给侧改

革［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５）：９２－９６．

［７］成桂英．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三个着力点［Ｊ］．思

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８（９）：６７－７０．

［８］邱伟光．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Ｊ］．思想理

论教育，２０１７（７）：１０－１４．

［９］李国娟．课程思政建设必须牢牢把握五个关键环节

［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７（Ｚ３）：２８－２９．

４



第３期 刘宇文，等：“双一流”背景下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实施策略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ｏ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ＬＩＵＹｕｗｅｎ，ＦＡＮＬｅｊ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ｌｉｅｓｉｎ
ｔａｌ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ｏ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ａｎ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ａｓｋｏｆ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ｖｉｒｔｕ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ｒｅｅ
ｗｉｄ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ｏｆｉ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ｉｓｐｕｒｐｏｓ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ｒ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ｏｂｅ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ａｆｆｓｏａｓｔｏｇｉｖｅ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ｇｏａｌｓ．Ｏｎｔｈｉｓｖｅｒｙｎｏｔ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ａ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ｄｅａｌｓａｎｄｂｅｌｉｅｆｓｆｏｒ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ｓｅｎｓｅ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ｉｄ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ｕｂｌ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ｆｏ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ｖｉｒ
ｔｕ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