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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发展
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
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因此，如何实现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的同向发
力，做好课程思政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时不我待的紧
迫性。但是，如何处理好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
系、更好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常常成为困惑专业课程教师
的大问题。
一、问题与反思：课程思政建设的难题与通病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如何达成有机融合，始终是困

扰专业课程建设的难题。从对于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二
者关系的处理上来看，造成的最大难题和通病具体表现
有如下三种类型：
（一）从互不相关走向互相伤害：专业教育与思政教

育“两张皮”之弊
在课程思政过程中，最常见的弊病是简单的二元对

立的思维方式，强调专业教育是专业教育，思政教育是思
政教育，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关的，因此在专业教育
的过程中，硬性插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得课程呈现出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皮”的现象，最终导致的结果
是，专业知识教育原有的科学连续性被打断，影响专业知
识的正常教育；而在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又与思
政课程的内容相重复，从思政教育专业性的角度看，这种
思政教育又是相当失败的，远远达不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此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对于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关
系，以及课程思政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思政课程的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缺少必要的认识，导致其将课程思政理
解为特定专业的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的简单叠
加，而导致课程思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
机关联被生硬割裂，最终导致课程思政建设对于专业教
育与思政教育关系的处理，从互不相关的机械区分走向

互相妨害的双重消极后果。
（二）从漠不关心走向被动应付：重专业轻思政病征

及其消极后果
课程建设的另一通病是，重专业轻思政，其具体表现

为：认识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一致性和相通性，但是
存在专业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专业教育才是课程
建设的本质属性，因此思政教育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应
当尽可能的小。

因此，对于思政教育内容的融入，从态度上消极应
对，从最初的对思政教育漠不关心，到按照文件要求被动
应付。此种情形在理工科类的课程中表现更为普遍。此种
类型的课程思政建设从形式上看，大体合乎标准，但是从
其产生的消极后果看，则克服问题的难度更大。
（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思想政治教育

淹没专业教育
课程思政建设存在问题的第三种类型是高度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至于从忽视漠视的极端走向极度
重视的另一极端，在课程实践中，大量加入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以至于专业教育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导致专业
课程变成了思政课程。此种情形在人文社科类的课程中
相对较多。

以思想政治教育淹没专业的极端倾向，究其根本原
因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没有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的特
殊性，二是犯了思政教育中心主义的片面病，将“每一门
课程都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解并落实为“每一门
课程都要充分甚至全部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课程
思政建设正当性的不合理夸大，导致专业教育的人才培
养目标无法实现。

通过对上述三种问题与通病的分析，我们意识到正
确认识课程思政的真实内涵，有效处理专业教育与思政
教育的关系，明确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区别与联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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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挥每一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宗旨。在课程建设实践过程中，专业教育如何达成专业教
育目标是不证自明的朴素观念，专业教育如何达成符合自身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则缺乏足够的总结和充分的
自觉；从专业教育自身具有的效能功用和时代特点看，知识和技能教育是课程建设的基础，对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是
课程建设的高阶目标，因此，知识教育是专业教育的最基本属性，而就专业教育的最高本质属性而言，思想政治教育
是课程建设价值属性的更高体现，我们要从更高要求上审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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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课程思政难题的关键环节。
二、方向与出路：课程思政建设的理念与思路
突破课程思政建设的难题，首先应从理念上正确理

解课程思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进而才会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向，才能在建设思路上有据可循。
（一）理念转变：思政建设是课程建设的内在规定和

最高本质
课程是知识内容的客观载体，而知识内容就其本质

而言，是人类认识世界成果的累积，而认识世界是人类要
改造世界的基础和前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本
质上是要将原本不符合人类需求的物，改造成符合人类
需求的物，从这一意义上看，知识本身带有特定的以人为
本的本质属性。

每一门课程所对应的知识内容，都反映着人类特定
的需求，以及为了满足此种需求人类努力的方向，因此知
识具有着“为了人”和“成为人”的双重属性。因此，在课程
对应的每个知识门类里，都反映着人类追求更合理需求
以及更充分满足需求的执着探索精神和向未知探索的科
学精神，从这一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是课程思政建设的
内在规定，既是其最基本的规定，亦是其最高的规定。从
理念上对思政教育的正确认识为我们解决难题指明了正
确的方向。
（二）方向定位：从互融互促维度全面探索课程思政

的新开展
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走向对立统一的互融互促思维

方式，是解决课程思政建设难题与通病的正确方向。按照
此种方向定位，要求我们从专业内容本身发现知识本有
的价值维度，而不是将思政教育内容强行凌驾于专业教
育内容之上。

具体来说，在每一门自然科学知识中，都反映着人类
从受制于自然到掌握自然的科学精神；反映着人类对世
界认识较少较浅到较多较深的探索精神；每一个科学发
现都反映着不盲从权威的创新精神；反映着特定专业满
足人类需求的不可替代的责任；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知
识中，都反映着人类探索自身本质规定的人本情怀；反映
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理性方向；反映着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的主体意识；反映着人类追求更合理存在方式的
革新精神。明确专业课程建设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同时
还要在具体建设思路上所有突破。
（三）思路延宕：去除两个纯粹性的价值中立与理想

主义倾向
对于课程思政建设而言，强调专业知识（尤其是理工

类课程）的科学纯粹性，与强调专业知识（尤其是人文社
会科学课程）的价值纯粹性，同样都是需要克服的各执一
偏的片面思想倾向。

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具
有着知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规定。规律是客观知识，反映
着人类理性精神的进步；价值是主体判断，反映着人类合
理需求的真实。因此，从课程承载的知识门类出发，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既是课程建设自身的要求，同时也符
合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原则。
三、举措与实行：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课程思政起点在思，重点在行，关键看实效。从建设

举措看，应当处理好统一性要求和特殊性要求的关系，应
当处理好实效性与时效性的关系。

（一）同一与统一：把思想政治教育原则贯彻到每一
门课程

深刻认识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同一性，是把课
程思政落实到每一门专业课程这个统一要求的关键。因
此，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来说，从顶层设计的高度，

提高思想站位，深入挖掘每一门专业课程具有的思政教
育潜力和资源，则是一个普遍要求，概莫能外。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首先从知识的本质规定性上，明
确其自身具有的价值规定性，进而就能够为推进每一门
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破解思想上和实践上的第一个
难题。就是说，课程思政建设之于所有专业课程都是普遍
可行的，是课程承载的知识所具有的本质规定性和必然
要求。解决完这一普遍性问题后，对于每一门课程思政的
建设者来说，就要处理基于特定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
设的特殊性问题。
（二）特殊与分殊：立足于专业特殊性，分类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
专业知识门类的特殊性决定着课程思政建设的差异

性，因此，基于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不是千篇一律等同
的，需要反映特定知识门类自身反映的人类的特定需求
及其探索，以及知识门类对应的社会分工的职业责任和
伦理要求。因此，立足于专业特殊性，做好课程思政的分
类推进则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头戏。

这一原则要求我们，按照课程特殊性原则发挥特定
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不是全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是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形式。相近的知识部类具有
大致相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此，按照知识部类分类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能够发挥集思广益、正向叠加的集群
效应。上述两种举措有助于我们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普
遍性内容和特殊性内容的辩证关系，仅仅如此还不够，新
的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对于课程思政建设从方式到内容
提出更高标准，因此，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调整课程思政建
设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实效与时效：把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课程的每

一个细节
实效性与时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两大基本要

求，实效性侧重检验的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塑造
效果；时效性侧重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新成果的落
实成效；这两种原则是落实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原则。

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成效并能及时持续
改进，是对课程思政建设更进一步的要求，具体来说，就
是要把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课程建设的每一个细节。这
要求我们要从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改变、学习方式更
新等方面做好细节落实。

课程思政建设永远是进行时，需要我们立足于时代
要求和社会需求；需要我们反观人类需求和知识本质，从
课程的专业规定和价值规定双重维度审视课程思政的基
本属性；需要我们从发展方向和思路上克服思维定式和
难题通病；需要我们从普遍要求和分类推进两个方向落
实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我们把课程思政落实到每一门课
程，更需要我们把课程思政落实到课程的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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