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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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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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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课教师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主体，人员基数大，承

担课程多，是课程思政理念的直接实践者，是课程思政

活动的主要实施者。数据表明，86.8%的高校专业课教师

认为，在日常专业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隐性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不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只有28.1%的专业课教

师真正能够做到将专业课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3]

提升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对于构建

高校课程思政共同体、实现课程立德树人任务效能最优

化，有着重要意义。

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意义

（一）推动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证

高 校 是 立 德 树 人 的 主 阵 地 ， 专 业 课 是 大 学 生 接 受

时长最多的课程，大致分为艺术类课程、自然科学类课

程、人文社科类课程、医学类课程等，其中的“德育”

资源是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立德”的重要力量。比如艺

术课程中蕴含着对“真善美”追求的智慧，用积极向善

的艺术表现方式引导学生热爱生活、爱惜生命；自然科

学课程蕴含着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用求真求实的

信念激励学生投身科学事业、探索奥秘；人文社科课程

蕴含着对“人”的思考，用优秀历史人物的魅力，引导

学生提升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促进身心与人格健康发

展；医学类课程中有对“生命”的敬畏和思考，用医学

道德伦理，影响学生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价值

取向。因此，高校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深入分析不同专

业课的特点和优势，从不同的角度、方向去挖掘其中丰

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展课程思政，有利于发挥好专

业课程的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

价值观引领，可进一步指引学生尚美、求真、达善，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的必然选择

教育的本质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得益彰、

相辅相成。培养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

要通过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有机统一。正如爱因斯坦所

说，“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必须要使学生对价值

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

恶鲜明的辨别力。”[4]在实际教学中，难免出现教学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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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高校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的能力，能有效推动构建三全育人体系进程，进

一步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从思想认识、理论学习、实践探究中切实

强化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提高专业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能力和合力育人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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