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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旨在通过充分挖掘通识课、专业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各类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

元素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形成系统的思政育人体系，实现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制度上缺乏顶

层设计，实践中部分任课教师对所授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不够充分、相应思政学习不主动，各门课程

的教师各自为政等问题，课堂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协同育人制度缺失等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根据《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要求，提出“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即以某一专业所

有班级为基本单元，依托一个专业教研室结合专业进行课程思政顶层设计，利用一个教师党支部做好

日常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联合一名辅导员参加课程思政建设，协同育人。实践表明，这一模式可有

效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效果，增强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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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rse education，aims to fully excavate general courses，professional cours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other kinds of courses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form the 

system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system，implement values guide in knowledge and ability training，help students 

to shape the correct world outlook，the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Current university curriculum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ck of top design，practice of some teacher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lements 

mining insufficient，corresponding ideological learning is not active，each course teachers fragmented，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lack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To this end，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curriculum education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requirements，put forward "1 + 1 + 

1 + 1" course，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education mode，namely in a professional 

all class as the basic unit，relying on a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course education top design，using a teacher party branch for dai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tudy，

combined a counselor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urs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collaborative education.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Key words] 1 + 1 + 1 + 1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top-level desig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collaborative education 
 

引言：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 简称《纲

要》），课程思政的具体内涵为：通过充分挖 掘通识课、专

业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各类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形成系统的思政育人体系，实现寓价值

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探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问题与策略，有

助于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地落实高校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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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根本任务。 

1.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分析 
1.1 课程思政建设在思政元素的挖掘使用方面缺乏整体规

划。 

2020 年 5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

件中指出“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

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

行，将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自此从高校到二级学院到教研室到每

一名教师都积极投身到课程思政建设中来。无论是公共课、通

识课还是专业课的老师都主动的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围绕课程

进行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全力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

努力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但是当前很多学院忽视了课程思政需要整体规划，在课程

思政建设中各个教师对“思政元素”较为集中盲目地浅层发掘

和简单粗暴的融入的现象。甚至有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就是通

过案例、话题等方式将思政内容自然嵌入课程知识体系中即

可。 

大学生在修读一门专业时，将涉及到几十门课程，假如在

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缺乏整体规划，所有的任课教师在思

政元素的安排和使用上各自为战，势必造成思政育人内容上的

不平衡、不协调甚至产生大量的重复性思政教育。事实上，每

一门单独的课程个体，在一个特定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均只是个

局部，零散的“案例”、“话题”等思政元素更只是一个点，

而课程思政的效果必然要依托一个学生所修读的所有课程，在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的整体设计与实施，它应是一个在时间和空

间维度都连续的全息体系，绝不是星星点点的思政元素的简单

集合。为此，真正经过全局统筹的、整体规划的课程思政建设

应该是对一个专业的所有课程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梳理，建立科学的课程思政矩阵。充分考虑

学生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序列性、不同年级的专业素养和专业

课程设置的先后性、逻辑性，针对不同年级的不同课程设计各

有侧重的思政重点内容。 

1.2 部分任课教师对思政育人认知不足、学习不够。 

在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部

分任课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育人价值认知不足，这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课程思政效果的发挥。这些教师可能更多地将注意力

集中在专业知识的传授上，而忽视了课程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

元素和价值引领的重要性。这种偏颇的认识导致他们在教学设

计和实施过程中，往往无法有效地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有机

融合，从而使得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难以实现。此外，理论学

习的不足也是影响任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一个关键因素。部

分教师可能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深入理解，

对于如何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缺乏清晰的指导思想

和科学的方法论。这不仅限制了他们对课程思政内涵的深刻把

握，也影响了他们在教学实践中的有效操作。 

1.3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环节辅导员作用发挥不足。 

在课程思政的推进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辅导员

在协同育人环节中的重要性未能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辅导员

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与学生的日常接触最

为频繁，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需求有着直接的了解。然而，目

前存在一种倾向，即在课程思政的实施中，辅导员的参与度和

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课程思政的整体效

果。这种状况部分源于对辅导员在课程思政中作用的认识不

足。辅导员不仅是学生管理工作的执行者，更是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有能力在日常的学生工作中融入思政

教育元素，但在实际操作中，辅导员的这一职能往往被忽视，

他们的专业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为了提升课程思政的效

果，必须让辅导员参与到协同育人的过程中来。 

高校需要认识到辅导员在课程思政中的重要性，并采取积

极措施，将辅导员的工作与课程思政紧密结合。这包括为辅导

员提供必要的培训，增强他们对课程思政理念的理解和实践能

力，以及建立机制，使辅导员能够与专业教师一起，共同设计

和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活动。通过提高对辅导员在课程思政中作

用的认识，并为他们提供参与协同育人的机会和平台，可以有

效地整合各方资源，形成育人合力。这样，辅导员就能够在课

程思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专业教师一道，共同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2.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对策 
2.1 提出“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 

通过理论推导，实践调研，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研究发现

课程思政必须是在“专业思政”的框架下开展，明确课程思政

必须是一个专业的所有专业课程的顶层设计、统筹安排，才能

确保每一名学生在不同课程、不同年级时接受到的课程思政教

育不会简单重复，不会发散不成体系，才能确保让课程思政发

挥应有的思政教育作用。所谓“专业思政”就是依托某一个具

体专业进行的课程思政简称。为此我们提出了“1+1+1+1”课

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 

2.2“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的内涵 

“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的第一个“1”，指以

某一个授课专业所有班级学生为基本的课程思政实施单元，通

过顶层设计，构建全面覆盖、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

体系。 

“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的第二个“1”，指依

托专业教研室这一基层教学组织，在一个相同专业的框架下，

结合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计划，根据课程的不同

特点进行有组织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做好课程思政整体统

筹，发动所有课程教师在教研室的框架下共享课程思政元素，

共同打造本专业课程思政资源库。 

教研室根据不同年级、不同课程分配不同的课程思政元素

供任课教师选用，将思政元素可以更贴切的融入课堂教学，起

到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思政资源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源

头活水，通过统筹规划，分类实施，从而可以确保本专业学生

在校学习期间，在不同课程、不同年级受到的课程思政教育不

会重复，不会松散没有逻辑，也可以有效缓解老师间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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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挖掘能力的不均衡现象，还可以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

“两张皮”的问题。 

“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的第三个“1”，指利

用一个教师党支部做好日常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增强理论素

养。 

2018 年 5 月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要求全面落实《关于加

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完善建设标准，强

化教育培养，深化改革创新，严格监督问责，着力把教师党支

部书记队伍建设成为新时代高校党建和业务双融合、双促进的

中坚骨干力量，着力把教师党支部建设成为新时代高校基层的

坚强战斗堡垒，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

意见》中提出了明确的培育目标。通过实施“双带头人”培育

工程，力争在 2020 年底前，基本实现“双带头人”支部书记

选拔方式全覆盖，使教师党支部书记普遍成为“双带头人”。

所谓“双带头人”即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必须是党建带头人、

学术带头人。 

教师党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要执行“三会一课”制

度，这是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制度。其中的“一课”就是按时

上好党课。至此可知，利用教师党支部带领专业教师做好日常

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增强理论素养，既有天然的优势和合理

性又有组织者（教师支部书记）和制度的双重保障。 

在“双带头人”的组织下，通过定期的培训和研讨会，可

以加强教师对课程思政理念和重要性的认识，提升他们的价值

引领意识。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理论学

习，通过阅读专业书籍、参加在线课程、研讨交流等方式，增

强他们的理论素养。建立激励机制，对于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表

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以此激发更多教师参与课程思

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教师

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和实践能力，进而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向

纵深发展。 

“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的第四个“1”，指联

合一名辅导员参加课程思政建设，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反馈，

做好课程思政教育效果评估。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对于高校辅导员

的主要工作职责的第一条就是“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

要求辅导员在工作中要“帮助学生不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辅导员具有教师和管理者双重身份，是离学院专业课教师

最近的思政工作者，与其舍近求远研究如何和思政课教师协同

育人不如探讨如何与辅导员一起构建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

毕竟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既有着共同的育人目标，又有着相同

的育人对象。辅导员很多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教育学、

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出身，加上长期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线，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擅长大学生思想教育引领工作，且

还或多或少地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劳动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为此，同属于一个学院一个系部，面对同一批学生群体的

专业教师和辅导员各尽所能取长补短，协同育人就成了必然选

择。在“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的实施过程中，高

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的协同育人作用至关重要。高校辅导员作

为思政教育的引领者，能够为学生提供正确的思想引领和价值

导向，确保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

取向。同时，专业教师则通过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之中，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

同时，也能够接受到思政教育的熏陶和感染。二者在二级学院

党委的领导下，密切合作，共同推动“1+1+1+1”课程思政协

同育人模式的深入实施，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教育理念、教学资源信息、教师教学能力不断

深化的动态过程。以某一专业所有班级为基本单元，依托一个

专业教研室结合专业进行课程思政顶层设计，利用一个教师党

支部做好日常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联合一名辅导员参加课程

思政建设，协同育人的“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

有效的整合了专业教师的教学资源，加强了专业教师与辅导员

两支队伍的协同合作，是推进课程思政实施、提高思想政治工

作水平和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1+1+1+1”课程思政协同育

人模式的构建，能够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教学能

力，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实践能力和教学质量。同时，

通过专业教师和辅导员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密切配合，两个教

师群体的精诚合作，必然建立起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纽带，

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协同，合作共赢的思想政治教育共

同体，必然可以有效提升课程思政的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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