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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专业层面推进课程思政一体化，对提升课程思政教学的成效和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文章基于OBE教育理念，在分析课程思政一体化内涵的基础上，以地理科学类专业群为例，通过

明确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思路，分别从构建层次体系、理顺逻辑关系、拓宽实施途径、保障育人实

效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建设路径，以期为专业层面的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提供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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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from the professional 
lev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at the professional 
level, based on OBE education concep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integration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and then takes the geography science professional group 
as an example to clear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and puts forward its construction path respectively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building 
level system, straightening out logical relationship, broad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way and guaran-
teeing edu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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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并细化了不同专业类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重点。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然而，在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却存在课程思政缺乏一体化设计、不同课程的课程思

政目标衔接不到位、课程思政“两张皮”或“硬融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专业层面的课

程思政一体化设计与建设。因此，开展专业层面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研究，对破解当前课程思政难题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学术界围绕课程思政的内涵与本质、融入途径与方法及其与思政课程关系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与实践；但是从专业层面推进课程思政一体化的相关研究却少见，目前主要有 2 篇。

一是李亚奇等[1]基于课程思政教学管理视角，从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任务分工、指标体系构建、教师能力

培养、开发教育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手段创新和考核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了专业课程思政一体化建

设的举措；二是范传滨等[2]基于课程思政一体化教学体系视角，从组建专业课程一体化教学团队、人才

培养方案调整、构建专业课程思政元素信息库、改进教学方法、构建多维度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体系 5 个

方面提出了一体化课程思政建设的 5 条路径。 
已有研究为我们推进一体化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已有研究更偏重宏观或中观视

角，而针对具体如何深入落地一体化的微观视角却少有涉及。鉴于此，本文以地理科学类专业群为例，

从微观视角探讨专业层面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的路径，旨在为专业层面的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提供有

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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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2.1. 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内涵 

关于课程思政一体化，学术界从课程、专业、学科、学校 4 个层面均开展了相关研究。对于中小学

课程思政一体化，冯刚等[3]认为，新时代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系统

工程，从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整体性目标出发，统筹大学、中学、小学不同学段的各类课程，将不同

学段的各具特色的各类课程统一于学生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优化目标、整合内容、创新方法，形成大中

小学各学段纵向贯通、横向联结的立体化、全程化、发展化的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体系，充分

发挥协同育人的合力；谭红岩等[4]研究认为，一体化不是趋同化，更不是同质化；一体化不是数量规模

的简单扩大，而是治理体系的变革；一体化不是行政概念，是立体化的学术网格体系；一体化不是单向

传导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一体化；一体化不是单向传导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庄惠芬[5]在探讨小学一体

化课程思政时认为，一体化课程思政是将各学科融合从而达成政治要求一体化确立、培养目标一体化设

计、教学方法一体化创新、育人资源一体化集成等内涵理解，从关键要素梳理、科学选取内容、贯通路

径实践以及一体化的思政联盟等路径进行优化，构筑思政育人体系。李娜等[6]针对高等学校的研究认为，

高校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具有复杂性、繁琐性等特征，需要做出系统规划，并从顶层做好设计；且不同

的专业教学内容不同、目标不同，对思政教育也有不同的需求，在实践中应当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新时代要求高校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需要从全过程、全方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位小龙等[7]进一步针对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给出了具体定义：新时代学校体育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是指基于各学段学

生发展阶段性、连续性、渐进性与过程性特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围绕一体化具体要求(理想意识、管

理体系、目标内容、评价体系、支持系统、教师能力)，立足横向上与思政课程协同推进、纵向上与前后

学段互动衔接、内在上“知能行健导”五维课程目标统一、外在上在组织平台资源与体制机制联合的基

础上开展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李亚奇等[1]则认为，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深入推进新工科背景

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课堂建设、教师教学

能力培养及评价激励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一体化设计与实施，实现育才与育人相统一，知识引领和价值

引领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专业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应一体化设计与分工、一体化组织

与实施、一体化评价与激励。 
综上所述，学术界仅有少量研究涉及课程思政一体化内涵的探讨，更未见直接涉及专业层面课程思

政一体化的内涵分析。为此，本文借鉴上述相关内涵的分析，从专业层面上提出其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内

涵。本文认为，专业层面课程思政一体化是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

通过统筹不同学期的各类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对整个专业的课程思政进行系统化设计、全环节实施、

全面评价与改进等，从专业和课程两个层面构建密切衔接和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并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2. OBE 教育理念的内涵 

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即产出导向教育，亦称结果导向或成果导向教育。OBE 理念关注的

三个基本问题：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关注产出导向、关注持续改进[8]；它要求解决四个问题[9]：学习成

果是什么？获取目的是什么？获取途径是什么？如何检测？基于 OBE 理念的教育是以目标为导向、以学

生为中心的，按照反向设计的原则，不断持续改进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与教学活动，以保障其始终与毕

业要求相符合[10]。OBE 理念突出“以学生为本”，聚焦学生受教育后能获得什么能力或能做什么，强

调一切教学活动、教学过程、课程设计都要围绕实现预期学习结果[11]；OBE 强调能力本位，教育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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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学生适应未来生活的能力，教育目标应列出具体的核心能力，每一个核心能力应有明确的要求，每

个要求应有详细的课程对应[12]；OBE 强调反向设计原则，即从人才培养结果出发，构建能够达成结果

的课程体系[13]。综上所述，OBE 教育理念要求我们，应从专业层面，合理构建由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到

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和课程目标的依次分解和反向设计与支撑体系，共同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

达成。 

3. 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3.1. 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必要性 

1) 课程思政一体化是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内在要求 
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将价值塑造有机融入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

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各类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增强专业课程的育人效果，力求全方位促进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最终实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14]。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高校以 OBE 理念为依据，

实施课程思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15]。课程思政的最终目标是立德树人，单门课程仅仅是专业课程体系

中的一个微小组成，单门课程必须服务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

值；只有通过不同专业课程的密切衔接、协同育人，才能共同促进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2) 课程思政一体化是破解课程思政实践问题的核心方法 
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目前尚存在课程思政一体化设计缺乏、课程思政目标和内容衔接不精准等

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不同专业课程存在课程思政分工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衔接不到位、效果不理想

等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从专业层面推进课程思政一体化。首先，课程思政缺乏一体化设计问题，需

要专业层面的课程思政顶层设计。课程思政缺乏学科与专业层面一体化的总体设计，会导致课程思政目

标与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不完全对应，致使专业培养目标落不到实处。这需要我们从专业层面做好课程

思政的顶层设计。其次，课程思政目标间、思政内容间衔接不到位问题，需要从专业和课程两个层面做

好衔接。不同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目标若缺乏有效衔接，会导致思政内容重复或遗漏等问题，难以完全

支撑毕业要求达成和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这就需要我们从专业和课程 2 个层面，做好各项衔接，特

别是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衔接、专业课程之间的衔接和课程内的衔接等。 
3) 课程思政一体化是整体评价育人效果的必要路径 
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提升，不仅是单门课程的贡献，而是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等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

活动综合育人的结果。在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评价实践中，要精准评价单门课程的课程思政效果是非常困

难的；我们需要基于专业思政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综合评价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因此，课程思政一体

化是整体评价专业育人效果的必要路径。 

3.2. 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可行性 

1) 在国家层面，符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总体要求 
从专业层面推进课程思政一体化，着眼点直接针对专业层面的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更能体现专业

所有课程整体的综合育人效果，更加符合国家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总体要求；这也是推进课程

思政一体化的根本保障。 
2) 在专业层面，已构建 OBE 理念下的逻辑框架 
按照 OBE 教育理念，我院地理科学类专业群以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引领，以毕业要求及其指

标点为依据，以专业必修课程为重点，已在各个专业全面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在专业层面，均已建

立了“社会需求→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体系→课程目标(含思政目标)”、自上而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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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它们反过来又支撑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达成。同时，通过课程体系、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合

理性与达成度评价等，评价其合理性与达成情况并找出问题，为后续持续改进提供决策依据，形成了专

业人才培养持续改进“闭环”。 
3) 在课程层面，已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在课程层面，以学院课程思政实施方案为指导，各个专业所有专业课程均已实施课程思政，做到门

门有思政，人人讲育人；目前，已构建了课程目标指导下的从专业课程教学设计(含课程思政设计)到课程

思政实施、评价反馈和持续改进的实施路径，形成了各门课程教学持续改进“闭环”。现在已立项多门

省级和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了多个课程思政资源库和课程思政案例课，获得多项课程思政教学

竞赛奖项；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能够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 

4. 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思路 

按照“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教育理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一流地方应用型

地理人才”为目标，以专业群建设为基础，从专业、课程 2 个层面，以“六衔接、五结合、六维度”为

途径，构建一体化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基于制度保障，优化课程思政系统化设计和规范化实施，通过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教师团队为突破口，以课程群为引领，

以必修课程为重点，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从思政元素挖掘、思政资源建设、教学模式方法优化、

思政效果评价等方面，细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有效、深度融入课程思政。 

5. 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路径 

5.1. 两个层级：构建课程思政一体化层次体系 

推进课程思政一体化，必须分别从专业和课程两个层面进行系统化设计与实施。 
1) 在专业层面，推进专业思政一体化 
一是区分专业间、课程间的差异性，明确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课程思政侧重点。二是建设专业思

政资源库，从专业层面深入挖掘专业思政资源，为专业课程思政提供基础。三是开展专业思政效果评价。

在单门课程思政评价的基础上，常态化专业思政成效评价。比如，通过毕业生问卷调查与访谈、用人单

位反馈等方式，全面评价学生毕业时思政目标实现状况与问题，为下一步持续改进提供依据。 
2) 在课程层面，实施课程思政“精细化” 
重点从思政内容、思政元素和考核评价三个方面，对课程思政进行“精细化”设计与实施。一是合

理设计思政内容。以专业必修课程为重点，通过课程群等形式，在明确专业思政目标的基础上，做好课

程间、课程内、课程外的思政内容衔接与设计。二是深入挖掘思政元素。结合地理学与地理信息技术蕴

含的丰富思政元素，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充分挖掘思政资源，分类建设课程思政资源库，润物细无声

地融入课程思政。比如，以红船精神、北斗精神、珠峰精神和本土化的聂耳精神等为重点，建设红色地

图、国家版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珠峰高程测量、中国遥感卫星、中国国家地理等地理学科相关课程

思政资源库；结合国家地理行业发展前沿特别是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最新发展和中国贡献等，树立学生

的职业理想、职业素养、艰苦奋斗与吃苦耐劳精神等；结合云南地理等乡土地理要素，激发学生的家国

情怀、民族团结意识与政治认同等。三是改革思政评价方式。将思政目标纳入考核或评价；对于可考核

的思政目标，则纳入课程考核体系进行定量考核；对于难以定量考核的思政目标，则综合采用问卷调查、

交流反馈、文字评教等方式进行定性评价。 

5.2. 六个衔接：理顺课程思政一体化逻辑关系 

课程思政不是孤立的，而应是联动的；要做好课程思政，必须做好内外衔接。为此，需要从不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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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点构建 6 个衔接(图 1)，理顺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关系。① 专业培养目标(含思政目标)与社会

需求的衔接；② 毕业要求(含思政要求)与专业培养目标的衔接；③ 单门课程的思政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衔接；④ 课程体系中课程之间的思政目标衔接；⑤ 课程内不同知识点思政元素的衔接；⑥ 课程内

与课程外(含第二课堂)的衔接。 
 

 
Figure 1.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ix connection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图 1. 课程思政“六个衔接”的逻辑关系 

5.3. 五个结合：拓宽课程思政一体化实施途径 

突出课程育人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以专业知识与技能为载体，分别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融入

时间、课堂形式、学习空间等五个方面，实施“五结合”的课程思政，共同拓宽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实施

途径。 
1) 在教学内容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除在专业理论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外，同时还在课程实验、专业实训、专业竞赛、项目实践、社会

调研、科学研究等实践性活动中，全面推进实践体验式课程思政。 
2) 在教学模式上，推广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通过课程教学，大力推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实施课程思政；通过专题

讲座，实施线上专题讲座与线下专题讲座相结合，有效融入课程思政。 
3) 在融入时间上，开展课前、课中与课后相结合 
在所有专业课程中，以课中学习为重点，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各类课程活动的密切配合，实现课

程教学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 
4) 在课堂形式上，实施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 
在第一课堂的基础上，结合专业培养需要，通过参加专业竞赛、主题活动、科学研究、专业讲座、

传统美德教育、花卉艺术创作、职业生涯规划、文体艺术活动等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深度融入课

程思政。 
5) 在学习空间上，实行校内与校外相结合 
在校内活动的基础上，丰富开展野外见习、专业实习、社会调研、项目实践等校外学习活动；同时，

结合这些校外学习实践活动，精心设计活动内容与方法，综合有效融入课程思政。 

5.4. 六个维度：保障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实效 

基于专业思政设计的高度、思政内容的广度、思政教学资源的温度、思政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深度、

思政教学团队的力度、思政教学实施的效度等六个维度，保障课程思政一体化的育人成效。六个维度相

辅相成、融为一体，共同实现课程思政总体目标。 
1) 专业思政设计的高度 
通过专业层面的高度进行专业思政顶层设计，做好专业思政一体化设计与实施，全面推进专业思政，

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和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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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政教学内容的广度 
在专业层面，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结合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内容，广泛融入专业思政；在课

程层面，结合课程内容实际，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合理广泛融入课程思政。 
3) 思政教学资源的温度 
以培养新时代地理人为目标，以地理学相关资源为重点，精选“有温度”的思政教学资源，分别从

专业和课程层面建设课程思政资源库，温暖感染学生，实现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 
4) 思政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深度 
结合课程思政，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综合选用

案例式、研讨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深度参与课堂，以便深度融入课程思政。 
5) 思政教学团队的力度 
分别从专业和课程 2 个层面，加强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力度。在各个专业分别建设课程思政教学

团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课程层面，建设测量与地图学、区域分析与规划、中国地理、人文地理学、地

理信息系统、不动产估价、土地管理学等多个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充分发挥教师“主力军”在课程思政

建设中的作用，大力推进课程思政。 
6) 思政教学实施的效度 
从课程和专业 2 个层面，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成效考核与评价方法，全面评价课程思政成效，促使课

程思政教学质量在“评价、反馈与改进”中螺旋式提升。 

6. 结语 

课程思政一体化既从专业层面为课程思政提供了框架，又为每门课程的课程思政指明了方向，它是

课程思政的出发点。然而，专业课程才是课程思政的落脚点，课程思政具体的实施方法和效果保障必须

从课程层面来深入推进。因此，必须按照 OBE 教育理念，同步从专业层面和课程两个层面一体化推进课

程思政，才能取得好的育人育才效果，才能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然而，根据 OBE 教育理念，

对于专业层面的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还需等到当前学生毕业时、毕业 5 年左右分别开展毕业要求达成评

价和培养目标达成评价才能最终体现，因而本专业层面的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成效尚需在未来多年实践

中进一步检验；关于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效果评价，也将成为学者们深入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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