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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在深度推进“课程思政”过程中，存在专业教师对“三全育人”认识不均衡、思想政治

理论知识不足及教育科学理论水平不高等问题，症结是对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缺乏

有针对性的培养。“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专业教师承载时代重任的关键特质，其培养应从树

立和强化立德树人意识、习得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方法、挖掘和设计专业课程中的育人

元素、提升和运用教育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着手，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各类组织评价体系

加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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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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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

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教师是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

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
造新人的时代重任”［2］。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

又在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 “办好

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3］。习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强调了两个鲜明观点: 其一，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也是

其他各门课的任务; 其二，教师，包括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和其他专业课教师，既承载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时代重任，也承载着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部印发《关

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的意见》，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水

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坚持德才兼修，提升思政工作

质量，强化课程思政，形成专业课教师与思政理论

课教师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可见，实

施“课程思政”，实现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是高

校专业课教师理应承载的时代重任; 提高“课程

思政”教学能力，提升专业课程育人功效，是高校

专业教师承载时代重任理应具备的关键特质。

一、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存
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校在结合各自办学类型、办学层次的

基础上，探索了多种“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积累

了一些经验。但在近几年的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

问题，如教师的思政理论水平问题，不同学科背景

教师对育人元素的挖掘问题，课堂中如何准确把

握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结合度问题，对教师参

与思政工作的评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影响

到了“课程思政”的深度推进。就教师本身的因

素而言，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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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有的教师已经充分意识到“课程思政”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专业教师具有思想政治教

育的优势，思政教育更能贴近学生需求; 专业课教

师与学生的心理距离更近，更能对学生产生影响

等。但也有的专业教师仍然重知识传输和能力培

养，忽视思政教育，对思政教育在专业课中的渗透

认识不够透彻，故而达不到“全员育人”的目标。
从学科大类来看，人文社科类背景的教师相比理

工农医类教师的认识更到位些。
二是专业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明显不足。

无论是在专业课中思政元素的挖掘，还是在课程

教学实施过程中思政元素的渗透，抑或是在渗透

思政教育的时机选择、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都

显示出部分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明显

不足，这已经成为影响“课程思政”效果的关键因

素。大部分的专业课教师能自觉做好“课程思

政”的教学设计准备，但具体实施过程中“重形式

轻效果”的现象依然存在。当然，这与育人效果

难以从其他课程中剥离，思政教育的效果难以

“立竿见影”是有关系的。
三是专业教师教育科学理论水平尚待提高。

“课程思政”不是一门新开的课，而是一种课程

观。它要求高校教师把思政元素以大学生可以接

受的形式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在知识传授

中渗透价值观的引领，引导学生运用多学科的知

识和技能领悟主流价值观，以期达到专业知识和

思政教育相互映衬和整合的效果。那么，如何渗

透是合理的? 主流价值观可以“植入”吗? 怎样

利用大学生的认知规律来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这些都需要完备的教育科学理论作为支撑。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症结在于教师“课程思

政”教学能力的培养问题。“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的培养，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能力培养在新时代的

深化和发展，除了借鉴传统的培训形式外，最关键

的是应该充实和拓展适应“课程思政”实践的培训

内容，并通过建立完善相应的课堂教学、履职考核、
职称晋升、评优评奖等评价体系加以规范和强化。

二、“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内涵
和实践应用

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指高校教师为达成课

程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表

现出来的驾驭知识、应对事件、实现教学目标等方

面的能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教学能力

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综合多学科的视角，教学活

动是心理活动、组织活动和教学专门化活动的有

机组合; 教学能力是一种专业化的综合心理特征，

是教师组织有效教学所需的个性特点、专业知识、
教学技能的有机结合。

( 一)“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内涵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与传统意义上的教学

能力，在内涵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可以理

解为教学的一般能力，前者是一种“特殊能力”。
前者包含于后者，又是后者在“课程思政”背景下

的丰富和发展。因为立德树人本就是高校教师应

尽之责，是“课程思政”育人职责的外显化。任何

一门课程都具有“思政元素”，每一位专业教师都

应具备育人的主观条件，所以它应该成为教学能

力的组成部分。
结合教学能力的结构分析和“课程思政”的

实践经验，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至少应

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宏观层面，即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的教师，应高等教育“育人”本质的要

求，从国家意识形态战略高度出发，必须具备的立

德树人的能力。二是中观层面，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从专业知识和技术

中挖掘渗透核心价值观的“思政”元素的能力。
三是微观层面，即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结合自身学

科进行“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教学过

程中见缝插针抓住育人机遇的实施能力，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教学组织能力等［4］。
( 二) 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实践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新时代高校教师胜

任教学工作的特殊能力。在可以参照的经验极其

有限的条件下，各地高校自主探究了“课程思政”
的若干模式，探索了提升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的方法和途径。上海的高校首开先河，分

别 设 计 出 了 具 有 校 本 特 色 的 思 政 教 育 改 革 方

案［5］，对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出了

要求。浙江省所属高校近年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框架构建了若干思政元素，

为专业教师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供参考。
其他地区的高校也分别以优势学科为基础摸索从

“课程思政”到“专业思政”的路子。以医药类高

校或专业为例，从专业课程中找到可以与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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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结合点很多: 从胰岛的发现到胰岛素的合成，

凝聚了科学家代代相传、潜心钻研的心血; 从先秦

时期的《黄帝内经》的语言美领略到思想美; 从中

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医药学家屠呦

呦的事迹中感悟科学精神，体验中药学对人类健

康事业作出的贡献等等。
各地高校在这方面的实践证明，实施“课程

思政”，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关键在于教

师要有明确的意识深挖专业课程的德育元素，有

足够的自觉关注自身理论水平、教学能力的提高，

还要有高超的艺术讲出专业课的“思政味”，这样

才能切实贯彻“课程思政”的要求，不断提升育人

水平。

三、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
路径

教师教学能力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早在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就提出: 高

等学校各门课程都有育人职责，所有教师都负有

育人职责。2017 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 要加强

对课堂教学和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充

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要加强教师队伍和专门力量的建设，提升教师思

想政治素质;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教师教书育

人的责任担当。但高校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

质不尽相同，把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科学思维的

程度不一，教育科学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也有

差异。在现有的高校教师上岗培训、教学初期培

训、骨干教师进修深造及其他短期的教师培训中，

高校和教师都较多地关注专业知识技能、学历学

位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和“双师双能型”素质的提

升，而对“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尚未形成系统的培

养体系，也鲜见“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专题培训。
因此，针对高校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

现状和问题，把握“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养的基

本内涵和实践经验，找准培训的核心内容，以提升

所有学科背景的专业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是深化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
( 一) 明确和强化立德树人的意识

专业教师具有得天独厚的育人优势。一是教

师与学生属于同一专业，拥有共同的话语系统，学

生更容易“亲其师”而“信其道”; 二是专业课程中

渗透的核心价值观与本专业联系紧密，教师把专

家、学者的成长经历“摆进去”，把对祖国日益强

大的感悟、遵守规则和享受自由心灵的关系“摆

进去”，更容易引起学生“共振”，与学生产生共

鸣; 三是专业课教师与学生接触时间长，教师的人

格影响力可以更好地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

和引路人的责任，实现专业课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导的有机统一，达到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 二) 习 得 和 巩 固 马 克 思 主 义 世 界 观 和 方

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高

校教师在大学求学期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系统学习，对其方法论在自身所从事的专业领域

中的体现有深刻的体会。不仅人文社科类的教师

可以作这样的学习迁移，理工科类的教师也可以

结合专业课程，论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正

确性。唯物辩证法是自然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专业教师可以提升的正是本身的理论思维能力，

也就是要提升科学思维、辩证思维的能力，并将辩

证思维能力与具体的学科研究结合起来，用本学

科领域的研究过程和成果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要同向同行，就要

求教师率先垂范，带领学生在专业学习和实践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般来说，

大学生在前两年就基本完成了思政类课程的学

习，后两年以专业学习为主。如果后两年的专业

学习中一味被专业知识和技术性的实践环节占

据，原来形成的思想道德品质不能得到合理强化，

学生毕业后有可能成为业务能力较强的专业人

才，但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的素养却

可能不容乐观。所以，专业教师提升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强化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德技

兼备的良好素质，是保证顺利达成高等学校人才

培养目标的重要因素。
( 三) 挖掘和设计专业课程中的育人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

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
字”蕴含的育人要素十分丰富，不同学科、专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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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吸纳作为价值观的元素各不相同，但存在共同

点。专业教师可以从四个方面去挖掘和设计:

1． 家国情怀和民族自信。每一门学科的发展

历史都与祖国的发展轨迹休戚相关。专业教师可

以从自身所从事的学科门类中找到与祖国发展历

史相关的契合点，顺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财

经类专业课程为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见

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就是

中国人民自强不息 的 奋 斗 史。2016 年 10 月 1
日，特别提款权( SDR) 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人民

币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后，成为 SDR 新货币

篮子的第五种货币，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

的地位获得正式认定，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官方交易货币［6］。教师在讲述这些经济实

践、分析经济发展数据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让大

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 励志启示与科学精神。每一门学科都有本

学科领域的专家代表，教师可以寻找与本专业相

关的名人名家在成长历程和科学探索中的感人故

事，找到和大学生成长阶段的契合点。如数学学

科中索菲·科瓦列夫斯卡娅、华罗庚、陈景润、苏
步青的成长故事［7］; 化学家门捷列夫、孙家钟的

科学精神;“两弹一星”科学家钱学森、世界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敬业精神……这些鲜活的人物

形象加上生活化的叙述，渗透积极上进的价值观，

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培养大学生

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很有裨益。
3． 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通过专业课程的教

学，培养相关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是专业课教

学的重要目的所在。专业课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和教育大学生

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学术诚信和伦理规范，摒弃

弄虚作假、学术不端行为。每一门学科专业都有

典型的案例教学，通过实际的案例，强化本专业对

所涉及的技术规范、道德规范的学习，将违规操

作、学术不端等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充分的分

析和交流，将对大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工作起到很

好的警示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学习遵守

行业法规的意识，形成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
4． 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包含了丰富的价值理念与教育方法，具有很高的

课程思政价值［8］。中华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

展过程中虽有一些糟粕，但形成了以礼义廉耻、仁
孝诚信、忠恕和睦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和教育

目标，其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理念，有着很强的

道德感召力和价值塑造功能，具有激励大学生宽

厚待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教育价值。传统文

化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明理教育思想。这种为人的

道理被赋予了天的崇高性，同时又把决定权置于

个人手中，要求人们自觉自愿地做出理性判断和

选择［9］。因此，传统德育的主要概念与方法，不

管是“格物致知”还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都为大学生指出了治学的方向和修身的途径，有

助于学生理性思考，坚定意志与信念。
( 四) 提升和运用教育科学的理论和技术

教育的服务对象是人，教育要达到效果必须

遵循学习者的认知规律。认知学习理论强调学生

原有经验的重要性，教师在设计“课程思政”教学

方案时，不能忽略学生原有的价值取向、观念看

法，这就要求教师在了解大学生思想道德基本水

平的前提下，设计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以达到“教

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潜移默化的效果，引导大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本主义教育观认为，教

育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创设

宽容、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满足学生的情感需

求，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积极的人际关系能够

帮助人的发展。教师扮演着辅导者的角色，师生

若能坦诚相待、思想互享、教学相长，学生自然会容

易接受教师传递的观点。这就要求教师多一份对

学生的尊重，设计良好的师生互动环节，给予学生

充分的思考时间。教师还要率先垂范，注重自身的

工作态度和道德修养，以人格魅力去影响人、带

领人。
在教育理论关于教学能力的结构分析中，教

学监控是一个较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教学监控以

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对其进行积

极主动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和调节。监控过

程既包括教学后的总结反思，也包括教学过程中

的监控，是教师的反省思维在其教育教学中的具

体体现。“课程思政”实践的时间不长，需要教师

对自身的理念、操作、效果进行深刻反思，才能优

化教学设计和实施，提升教学能力。
当然，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还需要有完善的组

织评价体系来支撑。如在学生评价指标体系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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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育人元素，调整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对教师履职

情况作全面评价; 在对教师职称晋升、评优评奖的

制度设计中，把育人业绩放到应有的位置等。在组

织层面的制度设计中，改变对各类教师考核评优中

只看重科研成果的做法，充实思政方面的育人业

绩，在各类评比性奖项中加大育人业绩的比重，鼓

励教师积极主动地实践“课程思政”。因此，科学

的教学能力评价体系是教师教学能力检测的“测试

仪”，也是教学能力发展的“方向盘”。厘清教学能

力中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关系，认清“课程思

政”总体要求中教师教学能力的欠缺，及时“补

短”，加大培训力度，才能让专业课教师驾轻就熟地

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让专业教师的“课

程思政”有棱有角、有理有据、有血有肉，专业教师

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培养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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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in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ZHANG Hong1，LI Li2

( 1． 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 312000，China; 2． Shaoxing University Yuanpei College，Shaoxing 312069，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teachers' under-
standing of“Sanquan Education”，the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low level of educational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the lack of targeted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in“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ability of“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is a key characteristic for teach-
ers to bear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times． Its cultivation should start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acquiring and
consolidating Marxist scientific thinking，excavating and designing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profes-
sional courses，and promoting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ll kinds of organiz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as supporting mechanisms．

Keywords: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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