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3), 77-81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3133  

文章引用: 杨朝红, 张丽霞, 周珣. 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探索及实践途径[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3): 77-81.  
DOI: 10.12677/ces.2024.123133 

 
 

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探索及实践途径 

杨朝红1，张丽霞2，周  珣2 
1陆军装甲兵学院信息通信系，北京 
2陆军装甲兵学院车辆工程系，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月23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7日；发布日期：2024年3月15日 

 
 

 
摘  要 

针对目前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大多偏重于某个具体专业、课程的实践探索，没有形成相关的理论体系来

指导专业课教学活动等问题，本文从课程思政的特点和军队院校实施课程思政的难点入手，详细分析了

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分类和应用课程类型，将这些实践探索从经验层面向理论层面进行提升，

实现从认识、方法和能力上探索高效的、全面的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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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a specific major or some 
cours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lass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military acade-
mies’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the types of applied courses,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ilitary academies, in order to explore efficient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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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approach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derstanding, methods, and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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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1]，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听党指挥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是

军队院校的根本职责；不断提高课程思政能力水平、持续提升课程思政效果，成为军队院校教育教学改

革的新要求。 

2. 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本文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平台上，以“课程思政”为主题，检索时间设置为 2000 年到 2020
年共 20 年的平台论文，共检出 5911 篇论文。特别是自 2017 年 12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提出“课程思政”

概念以来[2]，国内教育界围绕“课程思政”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3] [4] [5] [6]，期间发表了大量文章，

采用“标题 + 摘要 + 全文”对文章关注的主要点进行归类，得到图 1 所示。由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关

于课程思政必要性研究 590 余篇、经验研究 500 余篇、建设和路径研究 3600 余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的关系研究 830 余篇、其余包括创新性研究、学科德育研究等研究 200 余篇，如图 1 所示。这些文章对

于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Figure 1. Statistic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图 1. 课程思政相关研究文献统计 

 

目前，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某个具体专业和课程的实践探索，但是没有形成相关的理论体系来指

导专业课的教学活动，因此迫切需要将这些实践从经验层面向理论层面进行提升，实现从认识、方法和

能力上探索高效的、全面的专业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 

3. 课程思政的特点和难点 

3.1. 课程思政的特点分析 

1) 潜隐性。从教学实施上看，课程思政一般采取不被受教育者察觉的方式，完成由知识学习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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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润物无声的教育活动，将思政元素化为学员的价值观念。从教学主体上看，这种隐性的教学方式，

对学员而言是一种无意而为的学习过程，对授课教员而言则是精心策划的有意行为。 
2) 协同性。从思政内容上看，课程思政要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通过课程思政对思政课程的教学内

容进行打牢理论、强化实践、提升认知、升华主题的再加工过程。从教学内容上看，不是在课程中“嵌

入”思政元素，而是要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中，通过“挖掘”专业课程固有的“思政元素”

作用于学员，让其学会以专业为基础，从专业中引发与专业相联系的思想政治问题，促使学员触发与教

学内容相连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达成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协同推进的目标。 
3) 多元性。从思政元素上看，同一个教学内容多数情况下都蕴藏着多个思政元素，而思政主题元素

挖掘的角度和深度，产生出的“价值引领”也是多样的；从授课教员上看，同一个思政元素由不同的教

员讲授，往往也能形成不同的育人效果，每门课程的思想政治价值观教育的阐释方式、具体的展开内容

都各具特色，呈现出的教学形式也多种多样。课程思政的教学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教员的政治理论水平的

高低，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个体能力经验以及教员对问题的把握和对国家民族军队的情怀和认知等。 

3.2. 课程思政的难点分析 

根据课程思政特点，军队院校课程思政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思政元素。课程思政要素的挖掘应立足于课程教学目标，以专业思政要求为主线，从专业素养，

军人职业素养，情势教育和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深刻挖掘思政元素。但由于课程性质，专业要求，

授课模式，教学过程的差异，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散性和多元化，同时，由于思政元

素在课堂中会以不同样态、存在形式和载体体现课程的蕴含价值，彰显的理念以及思想引领，而教员的

政治修养，价值观念以及价值理念也必然导致同一课程呈现出并非完全一致的思政元素，使课程思政元

素与课程思政目标出现“贴标签”和“两张皮”现象。因此，需要解决如何设置课程的思政目标，以及

如何根据课程的思政目标，合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2) 实现途径。长期以来，由于思政课以外的其它课程教学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传授知识，学以致

用”，过多看中的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在课程思政过程中，知识目标的实现与思政教育的融入出现生拉

硬扯的现象，或思政内容太浅显，没有深度，缺乏内涵，从而使课程思政教育与知识目标不能有机结合，

同向而行。因此，需要解决如何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协调统一，同向同行。 
3) 教员能力。由于多大数专业课教员没有经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学理论培训，其思想政治理论往往

是凌乱的、割裂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等把握不准，其思政理论知识很难支撑起“课程思政”

教学的要求，另外，专业课教员对本门课程的思政目标和单次课程的思政目标定位不准确，往往是随心

所欲，想到什么讲什么，降低了“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效果。此外，部分专业教员缺乏“大思政”“思

政课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协同效应”、“三全育人”等方面的教育理念，对教书育人把握不准，只教

书，不育人，认为只要把自己的学科知识教授好、把相关专业技能操作教给学员即可，思想政治教育是

思政课教员和队干部的职责，与自己无关，甚至有抵触心理，认为课程思政会导致原授课内容的压缩。

因此，教员需要解决如何转变思政意识，如何提高思政能力并将二者无缝融合。 

4. 思政要素的分类 

思政要素的挖掘应以专业思政要求为育人主线，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从学科角度，思政主题和授课

方法等方面深刻挖掘思政元素，不同的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应形成不同的德育培养目标。具体思

政主题分为以下几类： 
1) 兵种文化类。该类思政元素结合装甲兵兵种文化教育，培养学员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应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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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兵实践课程、任职教育课程进行挖掘，课程的德育培养目标结合所学专业和兵种文化，进行装甲兵职

业教育和当代军人价值观教育。可采取讲授法、案例研讨法或小组讨论、问题探究等教学方式。主要思

政元素包括：攻坚克难的动力之源，奉献牺牲的高远追求，全域突击的兵种特质、人车一体的兵种特点

和战技一体的兵种内涵。 
2) 思维能力类。该类思政主题以专业基础课为主，课程的德育培养目标以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和专业

课程重要或基本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或哲学问题为主，包括掌握科学的方法(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分

析与综合)，形成高尚的科学精神，提高学员的科学素养。主要的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坚持育人教

育和专业知识相统一。该类思政库包括：战略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和底线思维能力。 
3) 创新精神类。该类思政元素应结合发展情势和政策教育，培养学员的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同时

培养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等哲学思维，观察把握问题，分析问

题，并用好批判的武器。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案例教学、课堂辩论、探究学习等教学方法，对相关军事

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发挥学员主体性作用。该类课程主要从以下内容进行培养：探索新战争形态的

创新意识、研究新制胜机理的创新兴趣、解决新军事问题的创新决心以及突破新军事技术的创新胆量。 
4) 战斗精神类。该类思政元素主要结合专业军事发展历史，培养学员战斗精神和家国情怀。该类元

素应从概述类课程进行挖掘。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案例教学法为辅。主要包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

风、战无不胜的必胜信心、挺身而出的血性担当、殊死作战的心理素质、把握全局的临机决断以及承压

负重的履带精神。 

5. 实现途径 

1) 一以贯之。思政育人是个系统工程，既要求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有效协同，又要求各课程间密切

配合，更要求每门课各课次的育人内容紧密衔接，必须要采取一以贯之的系统设计的建设管理方式。一

是统筹设计育人目标。立足于思政课程“主渠道”和课程思政“微循环”的育人作用，依据课程自身特

点和不同阶段学员认知规律，按照一主一辅的标准，初步设定各门课程的思政主题；利用课程思政主题

和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建立思政育人目标矩阵，反向优化完善各课程思政主题；将课程思政主题转化

为《课程教学计划》的教学目标标准，作为开展思政教学设计的基本依据，逐步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

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思政育人体系。 
思政目标的设计需要注意几点：一是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专业课程群课程教学内容之间的内在逻

辑，以及如何在课程知识点分布及层次中体现思政教育目标，形成本专业课程群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系；

二是课程思政教学的主体是课程，因此课程目标的设定应更关注课程知识点所承载和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以及与思政课程的教育目标的协同性；三是不同课程群之间设置的思想政治如果主题相同，则教学目标应

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不同层次、不同维度、不同侧重点，从而促进课程群之间的协调、协同。 
2) 择优选择。从思政元素的分类和应用课程可知，每门课程中课程思政元素不可避免存在分散性和

多元化，在课堂中会以不同样态、存在形式和载体体现课程的蕴含价值，彰显的理念以及思想引领，导

致同一课程呈现出并非完全一致的思政目标，即使同一课程中，思政元素也会由于专业要求、教员理念

和授课方式的差异呈现出多个思政目标和思政元素。基于具体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教学中应对学

情、教学背景、年度主题教育等维度进行分析，对挖掘的思政元素进行取舍和延伸，形成符合课程特色、

契合学员认知、融合时代主题的思政目标和元素。 
采取以政治教员为主体、以专家教授为主力的方式，针对各门课程挖掘提炼的思政元素，按照课程

类型进行归类、整合、择优、剔除；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补充完善新的思政元素，构建与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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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适应、与兵种特点相匹配、与形势发展相一致，动态更新的课程思政元素库。把思政元素库作为

下一轮课程思政主题确定、思政教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形成闭环、良性、滚动建设的发展态势。 
思政元素的择优选择需要注意：一是发挥教研室的力量，通过对授课内容的分析，发挥教员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对课程的德育资源进行压缩和延伸，形成共性认识；二是发挥专家、骨干作用，通过集体

备课中老教员的言传身教，传统老教员的红色基因和军人素质。 
3) 教员素质。习主席指出“教育者首先受教育”。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的能力和自我修养的水平

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每一门课程的讲授都隐含着教员的政治修养，价

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对教育的某种信仰。通过提高教员的思政意识，让每个教员都深刻认识到课程思

政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到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改革中。此外，专业课教

员要做好课程思政知识储备，通过不断深入挖掘本课程的思政元素，精准吃透蕴含的思政理念和思政内

容，实现课程教员的专业教学能力和思政铸魂育人的同向而行，不断提升。具体途径如下：一是提升思

想站位，将师德培育纳入年度主题教育活动中，采取专题授课、参观见学等多种方式，教育引导广大教

员树立大育人观、大思政观，筑牢政治意识、家国情怀、职业素养，激发传承红色基因的内生动力、活

力和创新力；树立课程思政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形成“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

的生动局面。二是提高育人能力，依托职业教育平台，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等专题培训，教员每年至少应选修 1 门军事职业教育思

政课程；依托教师发展中心，将课程思政设计、实施的理论和方法，纳入教员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教

学能力专题培训等活动；选派课程思政骨干，有计划的参加军内外单位组织的专业培训。三是搭建交流

平台，区分学科专业领域、区分课程类型，定期开展课程思政经验交流、教学观摩等活动；鼓励政治教

员与相关教研室联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利用校园网，开设课程思政大讲堂，精品课程思政课程专题展，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用，推广鲜活有效的经验成果。 

6. 结论 

要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同向同行，协调一致，还必须综合考虑处理好思政标准和思政效果评价

等方面的关系。专业课程课时紧张，如何保证专业知识的传授保质保量的同时，潜移默化加入德育内容，

思政目标的制定就应该立足“简炼精辟”，时间应把控在 2~3 分钟，不能喧宾夺主。而思政效果的评价

应考查学员能运用哲学思维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分析与解决实践遇到的专业问题的能力，以及结合年终

的考核对学员情感、态度、价值观发展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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