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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大学专业教育的重要环节，是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实现人格培养的重要手段，是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构建生态文明世界观的重要途径。本文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界限，构

建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微信群、QQ群为手段的分享式多媒体课程思政平台，形成分享式“课程思政”教

学模式，实现以学生为主体，自发进行“课程思政”学习新途径，在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课程思政教学

过程中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为高校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起到了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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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new era of college specialized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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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alize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while lear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ical system”, and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orld view. This paper breaks the time and space boundaries of tradi-
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constructs a sharing multimedi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t-
form based on the Internet and using wechat group and QQ group as means, forms a sha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and realizes a new way of learning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pontaneously with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course of new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ocess has received a good teach-
ing effect, a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pecial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sson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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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高等院校践行教书育人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高等院校专业课建设的重要课题[1] 
[2]，如何有效的将课程思政和专业课有机结合，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进行适应新形势新任

务下的教学模式改革尤为重要。分享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微信群，QQ
群”为手段，利用分享式课程思政平台进行学习的新模式新方法，是对教学过程本质——知识交换的

升华，形成新时代新形势下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使学生由知识受体变为知识供体，形成师生互动的

新模式。 
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是能源相关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以清洁可再生能源生产和转化技术为内容的

课程，绿色低碳是课程的主线，绿色低碳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为此将生态文明世界观建

设，作为课程思政的主旋律。将课程内容和思政知识点——“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有机结合，

才能使思政知识点与专业教学内容水乳交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效果[3] [4]。 

2. 传统课堂教学进行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2.1. 传统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影响“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指以教师为主体，以教室为学习场景进行的学习活动，教师在进行专业知识讲解

的同时进行“课程思政”。在时间上，一节课 50 分钟，专业知识占比在 90%，即使精心设计，课程思政

的教学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在课程思政的内容上，由于时间的限制，课程思政从知识点到案例很难充分

论述和深入展开，只能是点到为止，浅尝则以，故而空洞乏味，很难吸引学生、激励学生。在空间上，

即使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也为教学活动的场教室所局限，限制了学生的心理感受、情感分享和思政体

验，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2. 传统的课堂教学互动性差 

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单一知识源，一对多的知识单相流动的输出模式，即使有学生的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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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馈，由于一对多，也很难形成有效的互动；同时课堂教学组织过程强调有序性，也限制学生自由发

挥，偏离专业知识的教学主线，进而限制学生深入触及社会相关热点及焦点问题，难以提升课程思政的

深度，不能触及学生灵魂，难以形成共鸣。 

2.3. 传统课堂教学其效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实时评价 

传统课堂教学效果的检验，常常采用传统的课堂随机提问，课后作业及阶段考试的模式监测学习效

果；随机提问很难以点带面，尤其课程思政，个体差异性大，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限制了不同学生对课

程思政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有很大的差异性，很难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而课后作业，阶段考试缺

乏实效性，对课程思政效果的检验是延时的，甚至是无效的。 

3. 重构融合思政课程知识体系 

分享式课程思政平台建设的基础是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课程，在课程中必须充分融合课程思政知识

点，明确课程思政目标，建立专业内容与课程思政知识点的映射关系，根据课程内容进度，分阶段、有

重点展开课程思政教育。 

3.1. 明确课程思政目标 

依据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课程特点-绿色、低碳、可再生，充分印证“生态文明思想体系”，通过课

程学习可以使学生深入体会“自然科学观、绿色发展观、整体系统观、严密法制观、基本民生观、全球

共赢观”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识点，进而充分认识：世界万事万物是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

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

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的存在状态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形成生态文明世界观。达到“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故而将构建生态文明世界观作为课程思政目标。 

3.2. 建立课程思政知识点与课程内容建立映射关系 

自然科学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解决

传统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破坏自然环境，违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科学观；印证了大力发展新能源及

可再生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 
绿色发展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新能源——以生物质

沼气化技术为例，在开发利用环节必须同步考虑排放问题，实现清洁能源的全生产链低排放，实现真正

清洁，要求在新能源利用技术、工艺设计环节，在充分分析技术利用新技术的同时，分析其环境影响，

解读绿水青山的绿色发展观。并进一步印证基本民生观：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良好

的生态环境普惠众生。 
整体系统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强调生态循环能力，深度分析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

可循环特性，清洁可低碳特性；这些特性是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评价的重要指标。生态循环，符合可再

生的理念，来源于自然回归自然，修复自然环境，以沼渣的资源化为例，沼渣来源于生物质，回归盐碱

地生态修复，充分印证整体系统观。 
严密法制观：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分析新能源技术应用的国家技术政策、

技术规范的章节，充分体现能源政策制度的建立是通过法律法规落实清洁能源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发展。 
全球共赢观：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引进，国际先进案例的分析，

充分表达全球共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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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形成课程思政知识体系 

课程思政知识体系如下图 1。 
 

 
Figure 1.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knowledge system 
图 1. 课程思政知识体系 

4. 创建分享式“课程思政”教学平台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网络资源丰富，网络开放包容度高，利用互联网各类平台分享

知识和思想的手段方法多样，简单易操作，学生喜闻乐见，参与积极性高。为此创建以“微信群、QQ
群”为手段，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课程思政教学平台。在平台上植入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课程思政”知

识体系。搭建以学生为中心，以“生态文明思想体”为核心思政元素和思政知识点的分享式课思政教学

模式平台[5]，该平台的具体结构如下图 2： 
 

 
Figure 2. Sha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tform 
图 2. 分享式课程思政平台 

4.1. 整合资源打破时空界限 

利用分享式多媒体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平台整合课上课下、国内、国外教学、专业、工程实践资源，

思政知识和思政案例，形成更丰富的课程知识资源和思政知识案例资源。深刻验证课程思政知识点“全

球共赢观、绿色发展观、整体系统观、严密法制观、基本民生观、自然科学观”[6]，突破课堂 50 分钟学

时时空限制，形成课上课下互动，时时刻刻进行思政知识学习，专业知识学习，营造多空间、多渠道、

多时间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氛围；利用分享实现全员参与，人人有任务、有目标、有责任，形成群学、互

学、自学的学习状态，使分享课程思政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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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享思政知识和案例重新定位师生关系 

利用分享式多媒体课程思政教学平台去教师中心化，以学生为中心，每一个学生都是思政节点、知

识节点、问题节点、情感节点，都是知识源，打破了教师为唯一知识源的情况形成多源共享，多源互动

的网络知识多向流动。每一个学生(节点)都要利用微信群、QQ 群分享专业知识和思政知识，分享式的教

学模式，使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思政思想和思政知识学习体会；分享专业知识、

思政知识案例、PPT、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教师以及同学共同对分享的专业知识、思政知识内容

进行评价，改善学习生态，把课程思政重要时空和主动权交给学生，为每一学生提供展示的平台，师生

角色互换反转，激发学生兴趣，教师起到引导、指导和督导的作用，通过分享课程思政目标和规则规范

学生分享活动，师生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分享式教学模式使学生有更多时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提升学

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4.3. 全面准确实时监测动态评价学习效果 

利用分享式多媒体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平台，及大数据和测评分析软件，形成对学生多层面的实时动

态考核机制，规避了课堂提问的以偏盖全，及不及时不准确；采取平台分享度——上传思政案例次数、

平台参与度——对同学的思政案例点评次数、平台案例转发下载度——下载次数及期末考试进行综合评

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利用大数据和分析测评软件形成全面而精准的考试模式，有鲜明的分享数据为基

础，有学生参与的案例评价为依据，有下载转发为佐证，全面、深入、有效对学生学习尤其是课程思政

学习效果进行全面评价，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监测评价体系。 

5. 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为实现高等教育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新局面而提出的，同

时“十八”大之后我们国家也进入了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为了高质量的培养合格人才，迫

切需要专业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迫切需要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课程思政的新

需求，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因此，提出构建分享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多渠道整合资源，切实

将课程思政教书育人贯彻于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帮助学生构建生态文明世界观具有重大意义和

实践价值，需要不断探索、完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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