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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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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

简称“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显性教

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以

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

重要讲话精神，为开展二者相融合的路径研究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德树人：二者相融合的重要意义

“ 要 把 立 德 树 人 融 入 思 想 道 德 教 育 、 文 化 知 识 教

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

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

教 ， 学 生 要 围 绕 这 个 目 标 来 学 。 凡 是 不 利 于 实 现 这 个

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3]不管是“思政课程”

教育，还是“课程思政”教育，二者最终的目标殊途同

归，都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因此，“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可以相融合，也必须相融合，唯有

此学校才能更好地全面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广 西 高 职 院 校 “ 思 政 课 程 ” 与 “ 课 程 思 政 ” 相 融

合：有利于解决广西高职院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建设遇到的难题，真正发挥好思政课的“主渠道”

作用，疏通“课程思政”建设遇到的阻碍，彻底疏通每

“一段渠”，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有利于弥补当前“课程思政”模式“单向度”有

余，“多向度”不足的缺失；有利于广西高职院校形成

“三全育人”和“大思政课”共同育人的良好局面，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

梦想”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

现实困境：二者相融合遇到的难题

（一）广西高职院校“思政课程”建设面临的主要

问题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学 校 思 政 课 教 师 座 谈 会 上 强 调 ：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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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既有理论支撑，也是时代呼唤。促进二者有效

融合，对于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理清“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在各自建设以及相融合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探寻二者相融合

的有效路径，显得尤为迫切而且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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