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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对于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商业伦理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掌握专业技能，具有义不容

辞的责任。本文从课程思政及商业伦理概念入手，分析高校将课程思政融入商业伦理课程的优势及必要

性，通过理论教学及实践经验总结当前存在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评价机制、

师资力量培育等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积极探索在国家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商业伦理课程的思政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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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n unshirkable responsibility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usiness ethics quality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students’ healthy growth 
and mastery of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thinking politics into business ethics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through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proposes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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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untermeasures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integration,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teach-
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faculty cultivation,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thinking politics of 
business ethics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urse 
will actively explore the ideology of business ethics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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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以来，全国高校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力开

展课程思政建设及教学方法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

当前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商业伦理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及大学生健康成长过程中占据重要地

位，那么如何将课程思政元素纳入商业伦理课程也是需要积极探讨的课题。 

2. 思政建设与商业伦理课程结合的重要性 

2.1. 将课程思政融入商业伦理课程的优势 

“课程思政”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课程为依托，将各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元素发掘出来，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入到课程内容、课程设计、教材编写等过程中的一种

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最终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和教学目标。 
商业伦理则是研究的商业活动中的各种行为的伦理道德问题，即个人或组织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应

该遵守的伦理规范与准则。商业伦理课程是一门关于商业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

础[1]。 
商业伦理课程作为新生入学的必修课，无论是在教学目标，授课内容上具有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实践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教学目标上，旨在让学生在了解商业伦理道德、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同时，

加强思想政治及道德修养和法制意识。而其中引入课程思政元素，则可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

情、社会发展及文化历史传承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在授课内容上，商业伦理课

程授课内容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商业伦理课程内容主要是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引导学生思

考商业本质，提升学生在商业活动中的伦理决策意识与能力。因此，商业伦理课程比其他课程具有更多

机会融入思政元素，甚至某些方面两者有共通之处。 

2.2. 高校课程思政融入商业伦理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商业伦理学课程进入大学课堂，源自于哈佛大学。1988 年，哈弗商学院在派博教授的领导下，成功

推出《决策与伦理价值》课程，商业伦理相关课程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价值重塑和社会责任引领的思

政性质，是职业素养教育的基石。 
首先，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伦理是整个社会伦理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而当前社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5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方楚贤 
 

 

DOI: 10.12677/ass.2022.1110579 4250 社会科学前沿 
 

商业伦理环境则相对严峻，各类商业非伦理非法行为愈演愈烈，假冒伪劣产品频出、食品安全危机日益

严重、企业财务造假及偷税漏税等现象层出不穷，每一件案例背后都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1]。但这一桩

桩背后都是少数人的行为，一旦劣币驱逐良币，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

甚至动摇我国信用基础，引发信任危机。其次，企业和社会需要具有道德和责任感的管理者和员工。学

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与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而企业在其运营过程中能否遵循商业伦理

道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与管理者、员工的职业道德水平紧密相连，如未加以防范和监管，将会影

响整个社会的商业伦理进步。比如“315 土坑酸菜”事件，企业漠视食品安全问题，缺失社会责任感，

最终将会被市场淘汰。 
由此可见，将商业伦理实践与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让每一位学生规范自己的道

德行为，增强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这也是高校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3. 目前我国高校商业伦理与思政教学现状 

目前，我国开设商业伦理课程的高校仍占比不高，将商业伦理教育与思政融合教学的高校更是不多。

武汉东湖学院经济学院积极响应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思政课程讨论、思政课

程大赛等多方面积极推动课程建设与改革，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也面临着以下

挑战。 

3.1. 商业伦理课程缺乏思政元素的融合 

在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商业伦理相关教材偏少，选择范围比较窄，缺乏与思政案件深度分析

的课堂机会。首先，在教学中常用教材有张曾莲教授主编《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和刘爱军教授主

编《商业伦理学》，该两套教材章节设计内容丰富，仅靠课堂时间无法保证对大量问题的深入探讨。其

次，商业伦理专业性较强，学生对伦理与企业内部运作等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解尚浅，因此，教师需要花

费较多精力在基础概念及脉络层次上，导致留给课堂交流时间少，容易忽视课堂思政元素的融入。 

3.2. 教学方法传统单一及课堂思政体验不佳 

目前大部分教师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方法，即主要通过教师口述和课件进行讲解。在互联网视觉冲击

下，传统教学方法相对单调枯燥，课上老师持续性讲述，不能及时与学生互动交流，学生的掌握情况及

遇到问题也无法知晓，难以实现教学的计划和目标。此时盲目进行更深层次知识的讲解、生硬地植入思

政元素，不仅不利于激发主观能动性，反而容易使学生产生心理疲惫厌倦，逐渐失去课程和学习的兴趣。

在课程结束考核过程中，最终以期末考卷分数作为评判学生成绩好坏的唯一标准，学生实际课堂参与度、

学习效果如何都未有统计，从而导致学生学习不见成效、思维模式单一、创新能力差等问题，无法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3.3. 忽视商业伦理教学研究及差异化考核体系 

在当前高校教学研究及科研考核体系中，专业课教师、思想教育理论课老师、思想教育实践辅导老

师都分属于不同的学院、不同的教学体系中，在绩效考核、工作思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商业伦理教学

研究及差异化考核也容易忽略。如果商业伦理课程老师不通过具体的商业案例，阐述与分析其内在的经

济规律、道德伦理问题及工作道德行为规范，那么商业伦理道德教育极易从课程体系中疏漏[2]。在高校

评价考核机制中，通常以“以市场为导向”，注重教师教学及科研水平，忽视教师“传道”素质和能力，

从而导致教师将学生就业状况、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等指标放在首位，容易忽视学生在伦理素质及道德

修养等方面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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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缺乏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实践教师队伍 

商业伦理课程涉及理论与实践、比如企业管理、公司治理、社会责任等内容，对于教师的要求比较

高，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思想、历史文化，还要具备经济、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既要具备理论教学、科研研究的基础，还要具备企业单位的工作实践、管理决策等经验。当前我国部分

高校缺乏这种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对学生授课只能局限于理论层面，不利于学生了解与适应外真实社会

的商业伦理问题、社会道德问题，也不利于高校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3]。 

4. 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商业伦理课堂的对策与建议 

4.1. 丰富教材及内容、做到“中西结合” 

4.1.1. 丰富教材版本，提升教材针对性 
针对教材选择面窄，版本较少，可增加商业伦理相关教材的编写，以开放机制提供教材编写质量。

教材选择上，可以根据学生年级和专业知识关联度适当调整，比如针对具备金融、经济学相关基础或者

财管专业学生，通过引用《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从深度讲解财务人员的社会准则和人生观、价

值观。则选择针对大一新生，则选择通俗易懂、以历史为主题的《商业伦理学》教材。 

4.1.2. 充实教学内容，比较异同与优劣 
教学内容上，充实教学内容，将以西方理论为主的商业伦理概念与中传统文化相结合，比较异同与

优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传统的西方商业伦理教育有六种伦理分析工具，包括利己主义、功利主

义、道义论、正义论、美德论和关怀论等分析工具。而我国传统文化的儒商精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现代新儒商文化则倡导“诚敬就业”、“勤俭廉洁”等经营准则，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社会和商业

伦理、理想信念、创新思维等紧密相连，全方位立德树人。 

4.2. 注重创新教学方法、理论应用于实践思维 

4.2.1. 课堂教学模式开放化 
课堂上，采取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演练、公开辩论赛等方式展开。在案例分

析法中，采用时政热点话题或者接近生活的课题，比如从中国及美国、欧洲应对新冠疫情的应对策略，

鸿星尔克捐赠物资履行社会责任等实践应用，在商业伦理实践过程中讨论资本主义特点及利弊，以小组

讨论和情景演练形式，让学生参与到课堂，集思广益，通过比较分析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力量，增进“四

个自信”，爱国情怀、企业家精神等精神力量。 
课后借助互联网和多媒体手工具发掘可视化教育资源，通过引进课外讲座、互联网线视频、文献纪

录片、有声读物等方式进行补充，来实现教学目标。结合大数据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等方法，建设“教

育超市”，最大限度满足青年学生的选择需求，让教育精准化[4]。 

4.2.2. 课程考核方式多样化 
课程结束结合社会实习实践、金融调研等形式综合评价。目前我国高校课程考核主要分为考核和考

查形式，通过闭卷或者开卷及平时出勤、作业来评价，学生记忆力情况则决定试卷分数高低，忽视其理

解、深刻思考、实践应用能力。 
采取考核与考查相结合方式，在书面考核考试中，通过试题设计既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的选择判断

题，也反映学生的综合伦理素的简答和论述题。 
考查方式采用演示汇报、社会实践、金融调研作为考查方式之一，根据社会环境当期的企业热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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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题，根据商业伦理问题及原理，通过以上任意方式来表明观点和理由，引申将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

自主进行思考。 

4.3. 完善教师教学研究、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 

4.3.1. 完善教师思政教学与研究能力 
丰富课程思政体系，通过课程思政建设示范课程、举办专题培训班、优秀案例分享、思政课程大赛

等，全面提升教学能力，做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形成潜移默化的教学习惯。在思政课程研究方面，

加大教师对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相结合的能力，在原有科研水平上，提升思政教育科研的比例，鼓励专

业教师积极参与思政教研、科研课题研究、项目立项，将科研项目成功转化为课题教学内容，真正实现

科研反补教学。 

4.3.2. 增设思政课程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 
在评价考核体系中，学校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纳入考核制度，作为职称评审、岗位胜任的优先条件，

通过公开课程、一流课程评选等方式，在思政水平高效、教学能力突出德业兼修的优秀教师中选拔轮 岗，

培养广大讲师思政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针对思政意识差、评价低、消极应对的教师，采取继续教育

培训、整改提升等方法，增强教师之间的竞争与监督意识。思政评价、竞争机制不仅可以激发教师提升

课程思政的自觉性，而且可以鼓舞教师自觉提高自己的师德修养。激励机制是对优秀的一种表彰与嘉奖。

课程思政建设的激励，是指通过对重要贡献的教师，在工资待遇、年终奖励、师德奖励基金、教师个人

评先、职称评定、事业发展等方面，提供精神鼓舞与支持，将思政教育工作渗透到教学、科研等各个方

面。 

4.4. 加强培育教育师资、动员社会力量 

4.4.1. 培养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党十八大以来全国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呈现出新变化，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围绕改革创新、补短板、强

质量，在教师教育、管理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学校应加强教师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双师型队伍培养，积

极推进教师参与专业职能培训、走入企业和实训基地、组建创新创业团队。针对相关项目配置专项经费，

用于培养教师研讨培训、校企合作、创业支持等教师队伍建设。 

4.4.2. 动员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思政建设 
目前由于我国伦理学教育及课程思政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思政主体不仅仅依靠高校和专业课教师，

而是依托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来共同建设。 
在师资方面欠缺兼顾企业管理与伦理教育的复合型人才，前期可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

联合各单位安排专任教师走进企业，以挂职锻炼或者项目培养方式，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及伦理决策的能

力[5]。同时在专业课程设计时，邀请社会各界专家、行业精英来校专业授课或者课外讲座形式，通过他

们的社会经验和管理方式，培养学生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伦理道德、思想教育，为未来工

作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打下基础。 

5. 结束语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高校不仅是实现专业知识提升，更是思想行为和道德观念塑造的象

牙塔。我们当始终立足于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努力为培养出高素质的新型复合型人才而不懈努力。课程

思政建设仍处于起步与摸索的阶段，所以就要求教师立足本职工作，不断探索教育和教学，为全面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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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精神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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