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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划和实践的创生词，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的育人格局来达成

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已成为大专院校立德树人之根本教育任务的教学理念表述。课程思政

建设的教育本体是“立德”与“树人”两者关系的调适，其教学效用是促进各类课程的德育效果。课程

思政教学处理的现行模式有两种，一是在各类课程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使其显露，二是寻找课程思政元

素以融入各类课程教学。这两种模式均扩大了“德”和“才”对个体道德社会化的适用阈，忽视了“德”

与“才”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基于大专院校专业特点，建立课程思政元素库，成为挖掘、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策略的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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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um” is a new term based on the planning and prac-
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aims to achie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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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by constructing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of 
all staff,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whole curriculum. It has become the teaching concept expres-
sion of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ducational noumen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of Curriculum” 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education”, and its teaching effect is to promote the moral education effect of various courses. There 
are two current modes of teaching treatment of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one is to 
excavate specific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various courses to expose them; the other is to find ideo-
logical elements to integrate into various curriculum teaching. These two models expand the ap-
plicable threshold of “virtue” and “talent” to individual moral socialization, and ignore the possi-
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tue” and “talent”.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cha-
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lement library of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has become the educational progress of the above two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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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后，“课程思政”逐渐成为高校教改的显学。学界对课程

思政的基本内涵已经达成共识：课程思政是指非思政课程(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以促进教育之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的教育理念，但对各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处理尚有分歧。因此有必

要对课程思政的历史发生、内涵定型、本质与作用、教学内容指向(课程思政元素)等情况进行探讨，以期

对课程思政的深入认知和践行提供参考。 

2. “课程思政”的发生 

“课程思政”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简称——“思政课程”进行词序调转的创生词，“课程思

政”一词在知网文献中最早可溯至《以“课程思政”为抓手 创新育人手段》一文，“课程思政”出现在

可检索官方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最早时间为 2017 年，但“课程思政”

所指向的“立德树人”、“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实践却可溯到更早，是各阶段教育的基本精神。“课

程思政”的教学实践是动态发展的，“课程思政”所汲之理念具有时代特征并表现为特定的措辞，例如

“德艺双馨”、“三观三德教育”、“四有新人”、“五育”、“六艺”等，均是在不同语境中、不同

时代背景下对“立德树人”的进阶化表达。“课程思政”是教育教学改革语境中、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立德树人总纲领，其新意和重点在于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明确要求，这是对教育根本任

务的反思性构建。使“课程思政”之“体”为“立德树人”为时代措辞的德才关系的调适，以“课程思

政”之“用”的新时代事件进行梳理和论述。 

2.1. 泛课程思政阶段(2005 年至 2016 年) 

2010 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课程”在上海开展，将德育与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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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由“中小学”拓展为“大中小学”，力图在学制衔接上形成一体化效应，促进了德育与课程建设结合

在各个学段的紧密联系，形成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育人合力；2014 年，上海市开展综合教育改革，坚

持育人与德育并重的原则，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整个大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之中，

逐步凸显了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形成了相关的制度和有效的工作体系；2016 年，上海市开展

综合教育改革的先期探索经验被吸纳进中发[2016] 31 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文件指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该内容演进为“课程思政”

的基本要求；2017 年，“课程思政”的要求被纳入《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该《意见》

提出“发掘各门课程中的德育内涵”的明确要求，这是“课程思政”逐步从地方实践提升至国家教育战

略部署的信号。 
以上海市多所大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为代表的教学单位，逐步消融思政课程与非思政课程之间的表

层裂隙，进一步强化了课程的育人效能。 

2.2. 课程思政专词年(2017 年) 

2017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等发布的“关于推进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17
年 6 月 22 日，教育部在上海召开 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上海调研片会暨高校“课程思

政”现场推进会，肯定了上海市多所高校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所提供的有价值、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2017 年 12 月 4 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大力推

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 
2017 年，非思政课程的育人效能逐渐由不同外延累加的长句描述浓缩为“课程思政”，课程思政的

内涵及其教学要求逐渐明确。 

2.3. 课程思政的推广阶段(2018 年、2019 年) 

2018 年 4 月 12 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

出：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发挥“课程思政”作用；2018 年 9 月 17 日，教育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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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各高校应结合实际和学生需求，开

设形势与政策教育类的选修课，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发挥“课程思政”作用；2019 年 6 月

5 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积极构建

“思政课程 + 课程思政”大格局，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

培养的有机统一；2019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和中小学学科德育……建成一批课程

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高校课程思

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这些《意见》均是基于“课程思政”的内涵定型而进行的规划性教学推广要求和

指导。 
“课程思政”是现代教育治理的核心任务，课程思政建设成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在

各阶段教育中无一遗漏地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推进要求。 

2.4. 课程思政的专题化发展 

上海市关于德育和典型化的课程思政探索及其经验“上传”到教育部层面，继而形成了由案例经验

和政策要求互动为基质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显学”，课程思政理念逐步被大中小学所接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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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各类教学单位以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模式转变、教育理念对话等形式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2017
年起，以“课程思政”为主题的课程建设成果、教学活动新闻、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出现了由知网数据所

显现的“井喷”，其中以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的词频关联高度相关，这是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

知识技能与德育分裂的不良态势下的进行的教育理念和具体举措的及时修复。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

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指导性的要求，“课程

思政”首次以篇名主题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课程思政建设进入了专题化发展阶段。 

3. 课程思政之“体”：德才关系的调适 

根据对“课程思政”时间轴事件的梳理，课程思政建设源起和散播的核心是关于德才关系问题的时

代表达，是发生于中小学德育的基层教育经验的聚焦性“上传”，继而成为“自上而下”式的教育理念

普及。课程思政理念在教学具化过程围绕德才关系展开，德才关系的调适是课程思政的本体。 

3.1. 作为教育时代精神的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目的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1]，课程思政是将“立德”与“树人”

并举的定型化教育理念，该理念是教育本质的新时代表达，是处理“德才”关系、唯技能化教学偏差的

教育方略。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在人的职业取向上没有表现出具体的分化，高中、职业高中开始了文

理、职业方向的分野，本科、高等职业教育进一步促进了个体的职业分化。在高中阶段之后，教师必然

强化关于“树人”的教育教学，“立德”的教育任务在客观上被淡化。受困于大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被淡化的弊病，主要针对大专院校学生德育问题的课程思政便运势而生。滤去具体现象，就“课程思

政”的话语内涵而言，课程思政是教育时代精神在教育语言生态圈中的繁衍生息。 
课程思政既有教育之本的厚积，也是教育基本精神——“人的全面发展”的缓释。课程思政的厚积

与缓释是当代中国主动放缓经济增速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从着力于“与经济增速直接相关的技术技能

培养”，过渡为，凸显“与社会安全稳定相联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过渡演进出的教学导向是：专业

课程与思政课程的并行发展——同向同行，以强化育人的效能。课程思政的专词可追溯于上海的中小学

德育建设，由上海发散到全国各级各类教育单位具有必然性：这是经济发展的先锋地域(上海)对时代精神

的表态和具化。 

3.2. 大专院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课程思政生发于中小学德育，调适德才关系的本体使其在大专院校勃发，这是德才关系非对立矛盾

在教育教学中的迁徙式发展。在大专院校，德才关系表现为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的关系，专业课程

的德育效能以“课程思政”的话语形式而显现。根据课程思政演进、体用及其教育社会现象，可以理出

大专院校课程思政的逻辑：因思政课程并行的专业课程应兼有的德育功能被错杂、淹没和淡化，故而，

课程思政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对专业课程以思想政治方向的德育，由之，专业课程需要梳理、挖掘和凸显

课程思政元素以深化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的逻辑将“课程”与“才”相联系、将“思政”与“德”

相联系。课程思政强调“德”对“才”的首要性，但淡化了“才”对“德”的心理影响力和现实支持性；

强调“德”与“才”的并行，但割裂了“德”与“才”的相互转化关系。 
基于大专院校专业大类的背景，根据现行大专院校教育教学的基本情况，有如下判断：思想政治课

自立为高纯度、高效度的德育，其他各类课程特化为碎片化的智育、才育，二者的离散趋势被课程思政

所召唤、桥接和融合。受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影响和个体全面发展的策动，“‘课程思政’所要表达的

理论逻辑就是以课程的方式承载育人的功能”[2]，教育教学工作者开始反思并主动应答思政课程与专业

课程在德才并重、互通等方面的缺憾。我们可以评估两种极端情况：其一，“有德无才”尚可容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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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则以各种“培训”、“学习”予以弥补；其二，“有才无德”的潜在危险则是巨大的，需要

着力避免，这也是我国革命历史经验和生产建设经验的血泪教训。于是，当我们物质富足和精神温饱时，

必然寻求更为稳妥而积极的思政教育策略，在教育治理上表现出思政课程的强力政策支持和各类课程的

“课程思政”要求。 

3.3.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 

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德才关系的矛盾性次于统一性；高中教育阶段，德才关系的分裂和力量差异出

现逆转；本科院校因其人才培养的理论性和可分化性，教育教学中的德才关系的矛盾未尖锐化；而大专

院校教学中的德才矛盾凸显，鉴于此，课程思政成为职业教育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对人文精神、思想品德

的针对性观照，“大学教育者要帮助学生认识到智性诚实、正直宽容等人文精神对未来职业生涯的重要

意义”[3]，帮助学生获得职业社会化中的决心和毅力。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技能的短期增速为代价获得

了个体社会化的稳固、安全，课程思政则力图腾挪出专业课程的教育资源、教学空间以保障思政教育的

厚重，这种教育治理思路仍旧是有所偏向地德才兼顾。自 2017 年起，根据中国知网论文成果题名和作者

单位的信息，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形成了较之于本科院校的显著差异，这是职业教育

在技术技能教学“快跑”中的有益“增重”。专业课程是技术技能教学的主要载体，“专业课程”与“课

程思政”的璧合便顺理成章。在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尚存有关于课程思政定性、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定性等基本问题未能厘清的事实，这些问题均指向一类思考：专业课程该如何开展课程思政建

设。为了协同处理专业课程的与思政课程的关系，为了促成课程思政建设的精准性和常态化发展，需要

返观课程思政的本体——德才关系的逻辑。 

4. 现行课程思政的德才关系 

现行课程思政建设在强力政策的推动下，在时代发展所激发的教学需求的激励下得到了推广。课程

思政建设的推广实际上是教育教学中进一步探索“德才关系”的实践，但在这种全员、全程、全课程的

教学实践出现了一些本体性问题。 

4.1. 有德、有才的有限性 

课程思政的理念指向立德树人、德才兼备，课程思政建设虽强调与各类课程的“同向同行”，但具

体的教学操作是在各类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或“融入”思政内容于各类课程中，常常伴随着碎化或

牵强。课程思政建设促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专业课程的援手，强调“德”对“才”的首要性，这是未来

与当下、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是精神追求对现实境遇的反作用。德性修养对行为选

择有重要的影响力，这也是“修、齐、治、平”排序的道理所在，但是，曾经的修德为尚的儒生却沉沦

于宦海的事实启示着“德”的可变性、有德的有限性，对这种可变和有限的预防仅凭德性修养很难全面

保障。德性修养对技术技能的先在性基于个体的发展和群体的绵延，寻求安身之术的个体往往无暇于立

命之道，课程思政是对这种遗憾的力挽。 
课程思政“史前”的基本情况是，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所追求的“同向同行”被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势

所压倒；造成的结果是：思政教育脱离专业发展的现实基础而稍显空洞，专业教育漠视甚至是排斥思政

教育，局限于职业空间而加剧了人的异化。需要关注的是，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是向善的物质向导，个

体的才华水平是德性的基本保障。现行课程思政建设淡化了“才”对“德”的心理助推和现实支持，这

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要点。课程思政的理想作用是人生之船的压舱石，由之而避免德、才任何一侧的

浮高而使人生船体的倾斜甚至是倾覆。当前课程思政建设实际上压重于“才”，使“德”的一侧浮高，

只有促使“才”增益于“德”，才可能达到应有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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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德才的对立化 

现行大专院校课程体系存在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分离，课程思政是在现行课程体系内弱化这种分

离的努力。单向度德育导向的思政课程需要专业课程的支持，处于技术技能异化边缘的专业课程需要思

政课程的援手；专业课程为思政课程提供物质情境和现实保障，思政课程是专业课程的方向指引和动力

源泉。课程思政建设强调“德”与“才”之并行发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德”与“才”的相互转化关

系。现行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实施策略是挖掘专业课程内部的德育元素，或者从专业课程之外“融入”

课程思政元素来补充德育内容。这种建设策略具有后发性、被动性，将德才关系割裂甚至对立化。课程

思政建设需要采取更为准确的教学行为措辞，例如，催化、展现专业课程中知识和技术技能自身的德育

价值能量，将其转换为关于“美好生活”的心理动力——向往，在这个过程中将德才关系相融洽。德性

的“理想能力”与才能的“能力理想”在这个孕育过程中互为营养，德与才方可能对立统一、相互转化。 
思政课程与非思政课程就如同健康与食物之间的关系，追求健康是重要的，但“健康”一定是从食

物之中汲取。更重要的是，食物本身就是健康的必要条件，脱离了食物的健康变得抽象，将食物作为健

康的依托容易失落其基本属性。现行课程思政建设强调“德才”的并行、协同，这种理念容易固化“德”

与“才”之间的隔离和差异，阻滞了思政课程与各类课程之间在德育功能上的相互转化。各类课程需要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以形成立德树人的效果，还应该在更为广阔和长远的教育实践视角下对“课程思政”

的教学实施进行导向和再认，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的作用及其发展方向是当前课程思政建设的要点。 

5. 课程思政之“用”及其发展方向 

用“立德树人”、“同向同行”等导向来表达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并以此作为其引导教育教学实践的

决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面临着德才关系处理的本体性问题。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在更为长

远和宏观的层面奠基立德树人的本体，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课程思政之“用”。 

5.1. 课程思政之“用” 

“课程思政的基点是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使大学生获得全面发展”[4]，
课程思政及其同源系教育理念之“用”汇聚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一个教育命题，

还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的内涵构成。“和平”的主题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将人的全面发展

向“才”倾斜，课程思政之用则成为对这种倾斜的均衡。不论是社会变革还是教育教学改革，对“人的

全面发展”的追求必有历史属性和实践分化，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的片面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思想政治

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专注于不同的实践角色，被各类课程的具体要求所裹挟，这也是现行课程思政建

设的困阻所在。教育实践的理念与实践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同一的，总是分立异域并螺旋式地演进。对于

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对于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表达，需要在教学设计中发展出不同的内容。课程思政

建设的基本方向仍旧是德才关系的调适和均衡，本体方向在历史短期内是不变的，需要变化和发展的是

这种调适和均衡的教学目标的设立——课程思政元素。 
根据相关课题调查研究和中国知网论文“篇关摘”信息的分析，现行大专院校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建

设的教学目标的设立和实现，一般有两种方式：以“挖掘”作为描述措辞的“采矿式”、以“融入”作

为描述措辞的“加料式”。采矿式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为主要特征，思政矿藏的探明、

淘沙和精炼伴随着专业课程专业内容的显性而出现阻力，采矿式的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政矿藏与专业土壤

对立化；融入式则力图凸显专业课程的知识技能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共通性、共同点，但是，二者的

联系只能在育人的层面存在统一，在具体的专业教育中寻求通达便有牵强感。挖掘的过程，是对内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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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系统性的破坏，造成教学效力的耗散，可能引发教学目标的偏离；加料的企图，是增加教学内容的外

部资源，引发教学内容的负重，可能继发教学效果的弱化。以“挖掘”和“融入”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有

待优化。 
“采矿式”和“加料式”的弊病均在于德才关系的对立，这是课程思政建设粗犷发展的“青铜时代”。

该阶段的课程思政建设是一种基于教育管理导向的宏观推进式步态，这种步态的本质在于用外力强化

“德”与“才”的关联和转化。外力的强化表达为一种教育理念的引导，成为一种教学实践的要求。课

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践是由特定的专业课教师施行，以专业课程为主要载体。从教育理念到教学实践的

转化，需要普遍适用的教学目标——课程思政元素的指引。现有研究和成果的情况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个

案化倾向，“以某某课程”为例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建设的个案，其普适性是可疑的。为了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需要具有教育导向性、教学普适性的教学内容和目标，在宏观教育理念与微观教学实践中互融，

并涤荡产生出课程思政建设“白银时代”的精致路径——基于课程思政元素(群)支持的课程思政建设。 

5.2. 课程思政之用的发展方向：课程思政元素群的分类与确立 

5.2.1. 确立课程思政元素群的需求 
现阶段，大专院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放大了德性的效能，但忽视了才能的德性作用；同时，僵化了德

才关系，阻碍了德与才的相互转化。这种粗犷式的课程思政建设具有历史先进性——德才关系的主动调

适，同时，也伴随着历史局限性——德才关系的对立和僵化，造成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的接

洽不顺。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寻求宏观教育理念与微观教学方法的统一，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指向——“立

德”与课程教学诉求——“树人”两者之间的中观性目标，这是课程思政建设教育教学的枢纽。课程思

政建设的要求在各类课程中实现，前者宏观而抽象，后者微观而具体，二者需要在前置性思政元素中作

为中观载体，“挖掘”而获具有操作难度、亦难选择“加料”的质和量。课程思政元素是某(几)类学科适

用的中观教学目标，这种目标可以容纳宏观的教育要求——“德”与微观的教学目的——“才”之间的

张弛。 

5.2.2. 课程思政元素的核心变量 
课程思政是基于“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教育理念，“各类课程”一般包括公共

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实训)类课程。各公共基础课程间具有共同性和共通性，教学内容和目标

本身就是对人的关怀和对“德”的不同侧面的处理，公共基础课程具有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功能。专业

教育课程则因应用领域和理论方向的差异千差万别，需要中观性课程思政元素群的引导和示范。实践(实
训)类课程仍旧依托于专业分类开展，实践(实训)类课程的特别之处只是增加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的实践能力要求。归根结底，课程思政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专业课程的课程思

政建设的核心则是根据专业课程的不同情况，确定与各类专业课程相关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课程思

政元素的确立。不同专业课程具有不同的“立德”取向，由各专业课程任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必然

走入微观，造成茫然，这成为现行课程思政建设的阻碍。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元素的确立，可以聚焦课程

思政的宏观要求，可以集合不同专业课程的技术技能。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元素的确立是现行课程思政建

设的迫切问题。 
各专业课程的知识技能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很难将不同量级间的课程思政元素与知识技能形成匹

配。专业是教育教学组织的基本单位，部分专业具有教育理念的同源性和相关性，存在互动、联系的可

能。专业教学是对技术技能之“才”的放大，课程思政则是专业之“部分”对教育之“整体”的浸染，

“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质就是要把‘育人’与‘育才’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专业课程中蕴含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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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道更加凸显出来”[5]。考虑到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大专院校“课程思政”的发展现况，根据课

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和大专院校教育教学组织的一般模式，可以确立“课程思政”元素的核心变量：专业

特点。 

5.2.3. 基于专业特点的课程课程思政元素群建设 
大专院校课程思政常常以特定知识点为素材来缓冲专业课程技术技能培养的具体性与德育普适性的

矛盾，课程思政建设和相关研究成果常常表现为“以某某课程为例”，课程思政建设呈现出散化、碎化

的现象，高职高专教师作者在中国知网论文成果显著多于本科院校的事实是该现象的直接证据。为了促

进课程思政的发展，需要将课程思政理念进行专业课程的适用性探索、将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果点串联以

确立中观性的课程思政元素，将这些课程思政元素根据其专业特点及其专业大类的归属确立课程思政元

素群。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将专业特点作为课程思政元素权建设的基本导向：结合

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纲要》所指出的课程思政元素群是以本科教育教学及其学科分类为

依据的，职业教育的课程思政元素群的内容尚未确立，但《纲要》提出了具体要求：“高等职业学校要

结合高职专业分类和课程设置情况，落实好分类推进相关要求”，须补缺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课程的课程

思政元素群。职业教育专业的特点和课程内容是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元素群建立的主要依据，课程思政教

学技术处理的核心将围绕课程思政元素设计而展开。 

6. 结语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表达和教学设计，“课程思政”演进为新时代

关于“立德树人”的集中表达和教学指引。近年来，各类相关教育管理举措逐步发挥着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的效力，潜入微观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抽离自身获得中观教学内容的支持，课程思政元素成为

这种寻觅的必要载体。在各类课程教学内容的厚土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或者，对具体的专业课程

“加料”课程思政元素，这两类教学处置的效率和效果受到质疑。暂时忽视公共基础课程和实践(实训)
类课程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影响，专业课程显露为课程思政建设的中心。本科院校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元

素群已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有所描绘，高等职业学校各专业大类确立课程思政元素

群成为当前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研究重点和实践发展方向。根据《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专业分

类、设置情况及高职教育教学发展的需要，确立若干课程思政元素群成为当前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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