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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广大思政课教师明确提出“六个要”和“八个相统

一”的具体要求。因此，广大思政课教师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六个要”的素质要求和“八个相统一”的课程

建设目标，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思政课程”建设

各项工作，解决“思政课程”建设遇到的关键难题。

首先，思政课教师“六个要”素质仍需提升。“六

个要”素质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

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 [5]是思政课教师“安身立命

之本”，为思政课教师提升素质、能力等方面指明了方

向 。 广 大 思 政 课 教 师 能 够 自 觉 做 到 “ 六 个 要 ” 素 质 要

求，是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

思政课教师队伍”。 [6]但是，思政课教师如何善于从政

治上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特别是将纷繁复杂、乔装打

扮 、 居 心 叵 测 的 一 些 社 会 现 象 ， 给 学 生 讲 清 楚 、 讲 明

白、讲透彻，使学生达到“拨开云雾见青天”的能力亟

需提升。近年来，思政课教学中涌现出了，诸如“魅力

教学法”“影视教学法+”等方法，这些方法对实现思政

课教学效果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然而，教无定法、

重在得法，贵在创法。因此，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因材施教，继续探索创新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思政课

的本质是讲道理，如何才能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这就需要广大思政课教师读懂、读透马克思主义理论，

掌握、用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打开知识视野、国际

视野、历史视野，即在视野要广方面下苦功夫、下大功

夫，练就一身“真功夫”。

其 次 ， 对 照 “ 八 个 相 统 一 ” 的 要 求 ， 思 政 课 课 程

体系建设还需完善。“八个相统一”即政治性和学理性

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

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

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7]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根本遵

循。这几年，广大思政课教师按照“八个相统一”的要

求，切实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不断

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课

程设置、教材使用等方面还需完善。众所周知，高职院

校思政课必修课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除了必须开齐、开足

思政课必修课，广西高职院校还可以结合区情、校情开

设 思 政 课 选 择 性 必 修 课 ， 例 如 ： 开 设 广 西 红 色 文 化 教

育、大学生清廉教育、乡村振兴概论等课程，构建思政

课“必修课+选择性必修课”的课程育人模式，更好地

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主渠道”作用。这有利于培养

许许多多爱党爱国爱广西、清正廉明、投身乡村振兴，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优秀大学生。

要开设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不仅课程设置要合理，教

材建设也至关重要。然而，广西高职院校中只有一些学

校开设了门数很少的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教材建设方

面更是存在很大空白。因此，广西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

可以通过录制、编写思政课选择性必修课在线课程、教

材等，增强建设思政课课程体系的能力，完善“思政课

程”建设，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课程和教材支撑。

“ 打 铁 还 需 自 身 硬 ” 。 广 西 高 职 院 校 思 政 课 教 师

要按照“六个要”和“八个相统一”的具体要求，通过

认 真 自 学 、 集 体 备 课 、 听 课 评 课 、 学 术 研 讨 、 课 题 研

究、专项培训、外出考察等多种形式，守正笃实、久久

为功，提高自身教科研水平和育人能力，为思政课教学

和“思政课程”建设以及与其他各类课程教师合作开展

“课程思政”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二）广西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遇到的主要

阻力

课程思政，即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

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各门

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

生影响。[8]广西高职院校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例如建设高等职业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等，当然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一是思想认识层面。广西高职院校部分教师对“课

程思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缺乏必要、正确、深刻的认

识，没有深刻认识到“课程思政”建设影响甚至决定着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影响

甚至决定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因此，部分教师参与“课程思政”的内生

动力严重不足，不能坚决、彻底地贯彻落实上级和各自

所在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各项政策。

二是信心能力方面。广西高职院校一些教师对“课

程思政”建设的美好前景信心不足，认为开展“课程思

政”工作应该是思政课教师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而

且这项工作又苦又累，只会增加额外工作，没有实质性

的效果，看不到什么希望，因此缺乏建设“课程思政”

的信心。还有一些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欠缺、

途径不佳，合作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具体表现为：某

些教师不善于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所授课程教育，不清

楚 怎 样 深 入 挖 掘 蕴 含 在 所 授 课 程 中 的 “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元素”，因此，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到所授课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