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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与路径探索

吴清锋，郑宇辉，郑镇锋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课程思政教育要求任课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改变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等，将思政教育

“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文章从课程思政的理念入手，简要阐述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之间的区

别与联系，指出了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提出了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

价值意蕴，并从转变教育理念、改变教学方式、发挥部门协调、借助网络载体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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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quires teacher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y chang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nriching teaching contents

while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arting with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briefly expound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ints out the cor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of education, puts

forward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of education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tarts from the aspects of changing educational concept, changing

teaching methods, giving full play to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relying on network carri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colleg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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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区别与联系

思政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总括，有着明确

的课程标准和课程规划，课程内容涵括政治学理论、马克

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是高校进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

要途径。从字面意义出发，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仅在词义

顺序上有所调换；从价值内涵出发，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上有不同侧重。课程思

政是指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育思想，在学校、教师、学生

的全员参与下，通过教学方式的改进，将思政教育润物细

无声地融入高校全部课程建设，符合新时代“立德树人”建

设的综合教育理念。二者在教育任务、教育目的、人才培

养的标准上有着互通性与一致性，其根本任务都是加强新

时代青年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

下，帮助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旨

在将新时代大学生培养为积极向上、不人云亦云、不为不

良思想浪潮所侵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接班人。然而，

二者在课程内容、课程性质等方面又不尽相同，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作为国家开设的具体专业课程，课程内容侧重于

理论知识的传授与政治思想的系统培养，并拥有完备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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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价体系，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显性功能。[1]课程思政则

指将思政教育理念贯彻在全部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之中，

范围更加宽泛，教学内容更为抽象，侧重于教育理念的传

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隐性功能。

2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为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旨在通过国

家的宏观调控，通过优化供给侧的产业结构、改变生产要素配

置、提升综合质量的方式，从整体上推动经济发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理念源自供求关系，供与求之间联系紧密、互为制

约，可以通过改变一侧的结构带动另一侧的发展。同理，将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类比至教育行业中，教师的教学输出是

供给侧，学生的知识输入是需求侧，通过改变供给侧的教学方

式与教学策略，同样可以影响需求侧知识吸收的量与质。人才

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获得方式包括两种，一是人才培养，二是

人才引进。人才引进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能满足社会

的广泛需求，因此，人才培养才是保证人才资源供应的根本办

法。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在于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专

业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掌握就业实操技能，更要加强思想教

育建设，帮助学生培养良好道德品质，通过教育教学方法的改

革与创新，提升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这也是教育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施的根本目的。高校作为社会人才的主要输送阵

地，应当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实践探索，擢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牢牢把握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用于课程思政教育建设的价值

体现

3.1 促进教学平衡，发挥隐性功能

在传统教学中，高校思政教育的推进只倚重于思想政

治课程中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思想道德教育在专业性

课程中的隐性功能，局限了思政教育的传播形式。思想政

治课程作为思政教育传播的主要来源，对于课程思政教育

建设具有正向显性功能，但其他专业课程中思想渗透教育

的缺失造成了思政教育的整体失衡，仅靠思想政治课程无

法填补思政教育的漏洞，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进思政教育的隐性功能势在必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实行有助于高校提升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注重教学

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实现，在教授专业性学科知识

的同时，发挥思政教育的隐性功能，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

结合学科特点，培养学生优良品质与实践精神，帮助学生

树立人生远大理想，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3.2 推动教育改革，提升师资力量

教师作为人才资源的供给端，其教育教学能力的高低

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课程思政理念下，要

求专业课、通识课教师在关注本专业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

能够在教育教学中穿插思想道德建设内容，并且能把握二

者之间的比例，不忽视专业知识的主体地位，不着重刻画

德育，将价值观意蕴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这不仅要求

教师对专业课知识研究透彻，能够把握课堂内容，做到“授

业、解惑”，还要求教师拥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能够借

助广博的学识，通过扩充资料、讲述名人趣事等方式，将正

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传递给学生，做到“传道”。因此，教

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教师

改变教学方式、擢升自身能力。

3.3 增进部门协调，发挥协同作用

相较于思政课程的单方面作用，课程思政更侧重于思

想教育理念的整体传播，号召高校摒弃传统的教育观念，

跳脱思想政治课程的框架，将思政教育渗透至教学全链条。

基于此，高校应建立起集统筹、教学、监督、评价、保障为一

体的科学管理体系，上至行政管理部门，下至后勤保障部

门，明确各个部门的任务范畴，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发挥

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因此，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

施除了要求教师能够通过改变教学方式，丰富课程内容外，

还要求高校各部门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挥行政部门的引

领作用、教研部门的主体作用以及后勤部门的保障作用，

形成科学完备的教育教学体系。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实施

路径

4.1 明确育人目标，改变教育理念

要想促进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应当从转变教

育思想、改变教育理念入手，明确高校阶段的育人目标是

在素质教育的大方向下，培养专业性与思想性兼备，德智

体美劳全方位发展的高质量人才。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

提出号召高校教师在保障专业知识教学的基础上，将正确

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要想对学生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师首先应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理智客观地看待事物，不受消极情绪支配，避免对学生产

生错误引导。例如，工程项目管理的相关概念较为抽象，

对于学生而言晦涩难懂。在进行“IT 项目管理”的内容教

学时，教师可以借助知名企业家的案例，帮助学生梳理工

程管理的十大知识领域，正确理解利益相关者、可交付成

果、工程生命周期等专业术语，通过引入任正非的个人案

例，讲述任正非的创业历史，将中国企业家不畏艰险、敢于

创新、敢于冒险、热爱祖国、秉节持重、不骄不躁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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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传递给学生，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4.2 创新教学设计，丰富教育内容

专业性课程教材内容在设计与编撰时，不仅考虑了专

业知识的编写，还会涉及相关的人文知识，意在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在课程思政理念的指导下，

教师可以从教学设计入手，将教材内容研究透彻，结合课程

背景与课程性质，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深挖其中的思想道

德价值，运用案例教学法、榜样示范法等教学方法，借助多

媒体、投影仪等教学设施的辅助，将枯燥的课本知识具体形

象化，给予学生直观性感受，让学生能集中注意力，更好地

领略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例如，在进行软件工程的项目

开发教学时，教师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引入计算机反病毒

专家王江民同志的个人案例，借助多媒体设备，通过视频影

音的播放，吸引学生的聆听兴趣，向学生讲述王江民同志克

服腿部残疾、努力磨炼意志，三十八岁开始学习计算机，仅

靠两年就成为反病毒专家，大器晚成的故事，向学生传递王

江民同志自立自强、意志坚定、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思政教

育渗透进学生的日常生活。

4.3 加强体制建设，完善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提出要求高校以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为主体，配合各部门的力量，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渗透

在每一门课程，实现全员、全方位的育人。行政管理部门作

为高校组织结构的主体部门，主要负责对各专业的教育教学

大纲进行统筹规划，并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确保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的有序进行。因此，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教学

研讨会，探究课程思政理念在教学中的实践，并加大宣传力

度，扩大思政教育思想在全校范围内的宣传 [2]。还应当建立

公平公正的监督机制，做好监管工作，对校园内的不当言论

进行有效遏制，对宣传消极思想的教师进行指正。除此之外，

课堂教学作为思政教育施行的主要阵地，不仅要关注教学方

式的改变，还应改进现有的单一评价机制，从形成性评价过

渡至发展性评价，评价重心由成绩排比转变为实践过程中的

综合评价。由于学生价值观习得的内在性与抽象性，思政教

育的教学评价通过书面测评无法获得准确反馈，因此，需要

在书面测评的基础上，加入心理测试、实践表现、问卷调查、主

题论述等多元测评因素，同时将教学评价的主体由任课教师

拓宽至小组同学、辅导员，在测评报告中加入意见板块，整合

多方因素对学生的价值观及综合素质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

4.4 借助载体平台，传播思想教育

课程思政是全方位的思想巧妙渗透，高校的关注重点

不应只集中于课堂教学，还应将更多精力延伸至课堂之外

的潜在教育内容，借助外界载体，将德育融合在课外活动与

日常生活中。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信息传递更加便捷，传

递范围愈加广泛，在提高便利性的同时，也成为大学生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通信平台。高校在进行思政教育的

推广时，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实时性与交互性，充分利用网络

载体，经营好博客、公众号、网站等主流媒体，开设思想教育

专项板块，定期推送“大国工匠精神”“科研精神”“感动中国

人物事迹”等思政教育内容，通过弘扬正能量精神，宣传榜

样人物事迹，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中领悟思政教育的内涵，

将网络平台打造成线上思想教育传播的主要媒介。除此之

外，高校还应注重校园团体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充分发挥学

生会的作用，组织各院系学生，不定期开展各种主题活动，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课外活动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感染与熏陶。

5 结语

传统教育观下，高校的思想道德建设仅局限于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的知识传播，忽视学生在其专业课程及日常生

活中的思政教育，致使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脱节，培养的

人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

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高校应积极响应课程思政理念的

大力号召，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加强教育供给

侧改革结构入手，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提升教育教学能

力，将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传递给任课教师，将思政教育的范

围从思政课程拓宽至全部学科和各个环节，召开教学研讨

会，加强专业课、通识课教师与思政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

发挥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与教学

评价机制，把握课堂之外的潜在教育内容，充分利用各种载

体平台，真正做到全员、全方位的课程思政教育建设。

基金项目：2020 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面向新基建的‘人工智能+’跨界型人才三创能力

培养探索”（FBJG20200286）；2021 年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

目“双一流背景下综合性大学‘课程思政’供给侧改革研

究”；2022 年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项目“软件工程系

列课程虚拟教研室”。

参考文献

[1] 周跃进.“多元统计分析”课程“翻转课堂+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

索[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5):96-101.

[2] 孙芸.高等教育管理信息化与管理创新——评《高等教育管理新

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7):162..

●高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