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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培训目标

1.提高对课程思政开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2.开拓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3.真实还原课程思政金课课堂，加深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和感悟；

4.有效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水平。

提高认识·开拓思路·还原课堂·加深感悟·提升水平



培训内容——六大模块九大主题

A 思想认识 主 题 1 ： 课 程 思 政 永 远 在 路 上
主 题 2 ： 教 书 育 人 与 课 程 思 政

D 教学设计与实施 主 题 5 ： 如 何 做 好 课 程 思 政 教 学 设 计
主 题 6 ： 课 程 思 政 教 学 设 计 与 实 施

B 顶层推动 主 题 3 ： 高 校 如 何 推 进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C 设计布局 主 题 4 ： 一 线 教 师 如 何 开 展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E 示范课与竞赛 主 题 7 ： 如 何 讲 好 课 程 思 政 示 范 课
主 题 8 ： 课 程 思 政 教 学 竞 赛 备 赛 要 点

F 专业精进 主 题 9 ： * * 类 课 程 开 展 课 程 思 政 改 革 的 探 索 与 思 考
（ 如 农 科 类 、 理 科 类 、 工 科 类 、 外 语 类 、 艺 术 类 、 体 育 类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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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



高校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

1.课程思政的提出

     “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
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把立德
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
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师一词有两重含义，既指一种社会角色，又指这一角色的承

担者履行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1.课程思政的提出



高校教师的80%是专业教师，课程的

80%是专业课程，学生学习时间的80%

是专业学习。多年的调查表明，80%的大

学生认为，对自己成长影响最深的是专业课

和专业课教师。

                                    ——吴岩

2020.06.08 

四个    80%



接班人问题

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

1.为何要进行课程思政？

国家长治久安

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

影响甚至决定着

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

｛



课程思政·1·2·3·4·5

1个认识

培养 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PART
什么是
课程思政？B



课程思政

2.什么是课程思政

  · 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

  ·  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 无计划的、无设计的、无载体的



2个避免

避免“硬思政”

避免“贴标签”

2.什么是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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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教师
如何开展
课程思政



3.1 明确原则

3个原则

知识优先原则

讲真讲信原则

润物无声原则

在价值引领的前提下



         要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

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专业知识教

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文学、历史、
哲学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要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帮助学生了解

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

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

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

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要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加强师德师风教育，突出课堂育德、典

型树德、规则立德，引导学生树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职业

理想，培育爱国守法、规范从教的职业操守，培养学生传道情

怀、授业底蕴、解惑能力，把对家国的爱、对教育的爱、对学

生的爱融为一体，自觉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争做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

好老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教育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体育类课程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

学生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信念，激发学

生提升全民族身体素质的责任感。

体育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

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

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

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学

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

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理学、工学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要在课程教学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引

导学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

引导学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树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的意识和信念，增强学生服务农业农村现

代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培养知农爱农创新人才。

农学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要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

着力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注重加强医

者仁心教育，在培养精湛医术的同时，教育

引导学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首位，尊重患者，善于沟通，提升综

合素养和人文修养，提升依法应对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

生。医学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要在课程教学中教育引导学生立足

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

的艺术观和创作观。要坚持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引

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增强文化自信。
艺术类

3.2 寻找最合适的“思政点”



4个聚焦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三观塑造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社会发展

3.3 探寻元素及寻找切入点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三观塑造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社会发展

3.3 探寻元素及寻找切入点

党和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持。     

专业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中的推动力    

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学术诚信、科学观
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秉公执法、救死扶伤

道德品格、审美素养、劳动意识、正直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三观塑造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社会发展

《建筑构造》

3.3 探寻元素及寻找切入点

来自：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娄钢老师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三观塑造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社会发展

《有机化学》
杂环化合物

3.3 探寻元素及寻找切入点

来自：化药学院 尹霞老师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三观塑造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社会发展

《青干草》

3.3 探寻元素及寻找切入点

来自：草原学院 寇建村老师



《实验室消防安全》

3.3 探寻元素及寻找切入点

来自：园艺学院  罗敏蓉老师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三观塑造

聚焦社会发展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三观塑造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社会发展

案例置换---------

结合时势---------

行业大牛---------

发散暗喻---------

小技巧

3.3 探寻元素及寻找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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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进一步做好课程思政

5个坚持

坚持学习拓宽视野

坚持长期不懈建设
坚持教研团队合作

坚持知识价值同行
坚持贯穿教学全程



坚持学习拓宽视野
坚持知识价值同行
坚持贯穿教学全程

·教师的专业知识
自我内化
      --深度和前沿
      --对于专业精神
      --专业使命的理解

·教师的思想政治      
修养的提高

坚持长期不懈建设
坚持教研团队合作

4. 如何进一步做好课程思政



坚持学习拓宽视野
坚持知识价值同行
坚持贯穿教学全程

· 知识能力与价值引领
同向同行

· 知识能力与价值引领
相互促进

坚持长期不懈建设
坚持教研团队合作

4. 如何进一步做好课程思政

注重课程育人效果
注重科学理论的原汁原味



坚持学习拓宽视野

坚持长期不懈建设
坚持教研团队合作

坚持知识价值同行
坚持贯穿教学全程

4. 如何进一步做好课程思政



教学背景的分析

教学目标的确定

教学方法的选择

教学过程的组织

课后作业的考核

我们需要培养怎样的专业人才？

三个目标是否一致、素质目标能否补充其他

目标未完成的任务

能否评价目标是否达到？能否扩展延伸，促

使学生反思、内化？

4. 如何进一步做好课程思政

结合学生的情感体验



坚持学习拓宽视野

坚持长期不懈建设
坚持教研团队合作

坚持知识价值同行
坚持贯穿教学全程

4. 如何进一步做好课程思政



坚持学习拓宽视野

坚持长期不懈建设
坚持教研团队合作

坚持知识价值同行
坚持贯穿教学全程

全方位育人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讨论，全方位育人

4. 如何进一步做好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1·2·3·4·5

5个坚持
坚持学习
拓宽视野
坚持知识
价值同行
坚持贯穿
教学全程
坚持长期
不懈建设
坚持教研
团队合作

4个聚焦

聚焦家国情怀

聚焦社会发展

聚焦专业精神

聚焦三观塑造

3个原则

知识优先原则

讲真讲信原则

润物无声原则

2个避免

避免“伪客观”

避免“贴标签”

1个认识

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

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                

•     ——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的工作报告

42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育人能力；

   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学方法。



亲其身，而信其道

久  久  为  功



  感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