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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智能化信息体系与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有机融合，形成了“互联网+”
的时代大背景，也给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与挑战。基于“互联网+”大背景，本文对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与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探索研究，提出了加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

计、开展针对主流互联网教学软件的运用培训以及优化课程思政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等提升措施，为新发

展格局下的我国外贸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综合性的国际贸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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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s the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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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social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rming the era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nd also bring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this paper ex-
plores and studies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
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major, then puts forward some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streng-
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professional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arrying 
out training on the use of mainstream internet teaching software and optimizing the comprehen-
siv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o as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trad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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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

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各层次、各类型高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课程思政建设的号召，

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探索。以江苏海洋大学为例，学校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目标于 2022 年末完成全部课程的思政规范化建设。此外，学校积极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多

元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重点培养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教学团队。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于“思政”，

要把立德树人当作根本任务，全面提高高校培养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除了专门的思政课以外，在专业

课程知识中也要充分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并融入具体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得到“三

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真正实现“三育一体”(专业教育、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标。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信息体系已经与人们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等各方面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大背景，给高校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探索带来了重

要的机遇与挑战。 

2. “互联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内涵 

“互联网+”是指利用最新的智能化信息技术及互联网平台，促进互联网与相关行业的深度融合，实

现行业结构优化升级。“互联网+”能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调度优化与集成作用，

提升相关行业的生产效率及发展潜力。课程思政是在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下，充分挖掘各专业课程

知识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并融入到具体教学内容中，实现“三育一体”的教育目标。课程思政是在专业化

人才培养的同时，注重塑造与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三观”，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现代化教育目的。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就要求高校教师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将互联网信息

技术融入到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现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教学手段的升级[1] [2]。
只有这样，课程思政建设才能突破时空格局的限制，达到跨时空的教学互动，也更有助于学生高效利用

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不仅如此，由于互联网上各类教学资源丰富且容易获取，对教师进行课程思政

建设也能提供帮助。特别是在疫情爆发以来，互联网技术不仅使得线上授课成为了可能，也通过其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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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集功能帮助教师充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使得教师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政教育得以实现。伴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深度嵌入，“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教育教学模式得以实现，课程思政建设效率和效

果也得以保障[3]。 

3. “互联网+”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思政现状分析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重要人才培养目标之一是培养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并能熟练运用信息通信技术

处理日常事务及涉外经济贸易的专业化人才，需要有较广的知识面及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4]。专业主

干课程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结算》、《外贸函电》及《海关实务》等。在教师开展教

学和学生学习过程中关于国际经贸往来、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较多，可用于课程思政教

育的素材丰富。但是，由于许多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思想高度尚不成熟，无法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到国际

经贸往来及国际政治关系背后的实际问题，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具有较高的必要

性和重要意义。关于“互联网+”及课程思政建设的单独研究较多，而“互联网+”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课

程思政的新范式仅处于研究起步阶段。因此，目前充分结合“互联网+”的优势进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的课程思政建设仍然存在融合深度不够、推进进度慢及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5] [6] [7]。 

3.1. 课程思政方法单一，“为思政而思政”问题显著 

“互联网+”课程思政作为新型教学模式，对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思政意识提出了严格要求，对教

师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新形势下的课程思政教育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伴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不

断推进，绝大多数教师已经理解并充分认识到在专业知识中融入和突出思政元素的重要性。尽管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专业知识有着丰富的思政元素，由于对互联网技术运用不熟练导致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太过

单一、内容过于生硬，“为思政而思政”的现象十分明显。不仅无法做到“润物细无声”，甚至可能会

导致学生的厌烦排斥心理。实际效果不佳的原因并非国贸专业专任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不高，主要是相

关教师互联网应用技术水平及应用经验不够，无法很好地驾驭“互联网+”教学。因此，在互联网+的大

背景下做好课程思政建设的一大重要前提是，学校必须要组织相关教师进行互联网技术运用的培训与交

流，特别是几个主要的教学应用平台，例如中国大学 MOOC、超星、腾讯课堂和智慧树等。 

3.2. 专业课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的课程思政无法有效配合 

专业课的课程思政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政课程的思政教育的承接和辅助。在国贸专业知识的讲授过程

中，结合理论知识的讲解和国际贸易实际案例的分析再次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可以让原本经过高度总

结的思政理论得以具体的阐述和深入理解。目前，由于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在具体的课程思政教育实践

方面缺乏沟通和交流，不能有效的进行配合、形成合力，未能产生优势互补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因此，为了强化课程思政教育效果，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不能各自为政，必须相互配合。尤其是专业教

师要一定程度上根据授课对象所处年级了解其正在学习的思政内容，主动地配合思政教师进行教学，强

化思政教学效果，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3.3. 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不完善，无法形成有效激励 

作为为国家培养从事国际商务、跨国贸易人才的经贸类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课程中涉及

外贸易专业知识和实际案例较多。为了使学生更好的理解相关贸易政策，更好的适应将来的工作需要，

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对思政教育的需求要明显强于普通专业，当然国贸专业开展思政

教育的基础也相对丰厚。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与其他专业相比

较而言，并未取得更好的思政教学及课程思政建设成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目前的思政育人考核机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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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评价指标不合理、评价方式过于单一，无法对专任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形成有效激励。因

此，要想提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任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效果，必须建立完善的评级指标体系，

充分发挥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的以评促建作用。 

4. “互联网+”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课程思政建设的提升举措 

在新形势下，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干课程教

学过程中，是实现从重专业教育向专业教育与品德教育并重转化的最优路径。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

的深入融合，就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性改革，在保障教学目标的前提下实现学科体

系的科学设计。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嵌入课程思政教育，一定程度上能提升专业

教育的教学效果，也将有利于提升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

课程思政建设进行深入探究，具有极强的现实应用意义。 

4.1. “互联网+”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 

做好“互联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前提是重视与完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与课程建设体系的顶层设计。只有从顶层设计出发，才能有效解决专业课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的课程思

政无法有效配合、难以形成同向合力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专业课课程思政与思政课课程思政的目标一

致性与效果同向性。因此，国贸专业的专业负责人应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后疫情时期的社会经济大

背景，综合考虑新时期涉外企业对从事国际商务与跨国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加强落实对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思政建设计划的顶层设计。深化“互联网+”课程思政理念对专业人才培养的

重要性，构建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的协同创新发展新机制，才能有效保障国贸专业综合性人才培养质量。 

4.2. 开展针对主流互联网教学软件的运用培训，探索多元化课程思政方法 

新时期，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专业知识及思政内容教育教学效果不仅受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影

响，一定程度上也受教师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所限制。在很多地方高校，由于教师年龄结构偏

大，对新兴互联网线上教学 APP 掌握能力和运用程度有限，无法有效开展“线上 + 线下”教学模式改

革，多元化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探索难以深入推进。因此，为了深入推进“互联网+”大背景下的课程思

政建设，学校必须要组织相关教师进行针对主要线上教学应用平台的培训与交流，例如中国大学 MOOC、
超星、腾讯课堂和智慧树等。对于主流线上教学应用平台的熟练掌握，不仅能帮助相关教师高效搜集多

种形式的课程思政素材、推进课程思政内容建设，很大程度上也能帮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及

思想动态、合理把握课程进度。 

4.3. 优化课程思政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实现有效激励的效果 

除了完善顶层设计和针对性的开展互联网应用技术培训外，优化课程思政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是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另一项重要手段。目前，在各高校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过程中，主要是以教学任

务的形式要求专业教师针对全部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由于缺乏对课程思政建设成果的综合性奖惩考

核机制，教师运用多元化技术手段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积极性不高。很多院校的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仅停

留在最原始的阶段，课程思政建设检查的内容停留在教案、PPT、教学大纲及教学案例中是否有明显体

现课程思政的字样。这样的课程思政建设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提升课程思政的

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必须要健全与优化课程思政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打造课程

思政教学名师与教学团队，提升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动力，才能有效激发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

主动性与原创新，实现提升专业化人才培养的综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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