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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岗位任职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的独特优势和特殊要求，进行了分析和探究，按照逐步递进、层

层深入的研究思路，首先，对课程思政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然后，分析了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

的基本考虑，对岗位任职课程基本问题、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特殊要求和基本思路进行了

论证；最后，以典型任职课程为例，对岗位任职课程开展课程思政进行具体分析。对专业课课程思政建

设，尤其是岗位任职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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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unique advantages and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 based curricu-
lum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carries out analysis and explo-
r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progres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ideas, first of all, analyzes the con-
no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n, it analyzes the basic 
considerations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ost holding courses, demon-
strates the basic problems of post holding courses,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and basic ideas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ost holding courses; Finally, taking typical post 
holding cours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development of post holding courses. It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especially for post hold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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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

课程与思政“两张皮”的问题[1]。岗位任职课程，作为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三大课程平台之一的任职

专业平台课程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理念、课程内容、课程组织方面都具有鲜明特点，决定了其在

课程思政落实上的独特优势和特殊要求，本文依托在《射击原理》课程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实践经验，

对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进行了分析和探究，对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尤其是岗位任职课程的

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价值。 

2. 课程思政内涵分析 

2.1. 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德育工作一直是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起点可以追溯到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2]。“高校思政会”后，教师的育人、课程的育人不再是零散的，而

是系统的，不再是教师无意识的行为，而是变成了所有教师的自觉行为，也不再全是教师自发的行为，

而是变成了有组织的行为。可以说，“高校思政会”是新时代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总动员和发令枪。 
为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高等学校立德树人职能发挥，教育部在 2020 年 5 月颁布《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

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1]。 
“课程思政”反映了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是对教育基本理念和教育目标的回归。思政教育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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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体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是对育

人的教育终极目的的追求，研究促进专业课教学和思政教育的交叉融合的方法，已成为国家教育大政方

针导向和各高校教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2.2. 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 

习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予以了明确：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要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习主席关于课程思政的讲话精神为遵循，可以

发现，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和精髓要义，就是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用好“所有课程”主渠道，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

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形成“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局面[3] [4]。 

2.3. 课程思政在军队院校的具体要求 

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从“军校”的职能看，作为培养人的“校”，这是

军校同样应该明确和坚持的标准。与此同时，为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军校“军”的性质，应在此基础上，

坚持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军队院校使命特点，在精准对接课程思政关于“做人做事的基

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三项内容的基础上，聚焦习主席关

于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要求，围绕“四有”进行精细化和针

对性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尤其是特色比较鲜明的岗位任职课程的课程思政设计上，应以课程思政三项重

要内容为基础，聚焦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有关要求，围绕课程内容和特点，进行针对性挖掘、

体系化构建和多元化实施。 

3. 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基本考虑 

3.1. 岗位任职课程基本问题分析 

军队院校现行本科教育体系，一般遵循由通识向精通递进的学习规律，划分通用基础、学科基础和

任职专业三个平台，通常按照四年制学习时段依次进行具体课程设置。岗位任职课程，即以军校学员毕

业第一岗位任职需求为目标，在军队院校学员大四阶段开设的专业类课程。 
以大学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为例，岗位任职课程在学员四年军校学习阶段学习课程中占有重要

地位，从分布学时上看，岗位任职课程占用学时接近五分之一。岗位任职课程，一般以学员毕业第一岗

位任职需求为目标进行课程设置，具有较为鲜明的兵种特色、较强的实践应用性、较强的专业综合理论

基础需求等特点，从课程内容上看，岗位任职课程区分专业基础、专业方向、岗位任职三种类型，紧贴

学员毕业岗位第一任职能力需求，教授学员关于装备原理、装备操作、日常训练、平时维护等相关知识；

从知识架构上看，岗位任职课程，是以学员大一、大二期间学习的基础理论知识为基础，对接岗位需求

进行的基础理论向专业理论的转化、理论知识向应用实践的转化，是落实实战化教学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岗位任职教学课程在军校学员本科课程体系中占着重要位置，其承接通用基础和学科基础学习，是

学员通识基础类学习的深化和专化，同时对接学员毕业第一岗位任职，关乎学员岗位任职能力的转化和

形成，可以说，军校学员本科学习成效如何，岗位任职教学阶段的课程学习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评价指

标。 

3.2. 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特殊要求 

岗位任职课程与地方高等院校专业课程学习以及军校基础类课程相比，其课程思政开展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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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 
1) 课程理念上，由于课程开设时段和课程定位原因，大部分岗位任职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均强调学

员第一岗位任职能力培塑。据统计，在某军校任职专业平台必修课程中，以“培养学员第一岗位任职能

力”“助力学员踢好部队头三脚”等作为课程教学主目标的占比 90%以上。在岗位任职课程的课程思政

设计上，应同样遵循其课程理念，关注学员第一岗位任职能力转化过程中所需的能力素质、道德品行、

精神素养等内容，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课程理念与思政理念的贴合性和同向性；另一方面，由于课程理

念，这类课程的知识设置更加偏向能力转化，对于知识点思政元素的挖掘也更加便利。但是，岗位任职

课程一般为以学院为单位的统开课程，所以各岗位任职课程之间的思政元素挖掘，需要进行统筹和分工，

避免交叉重复。 
2) 课程内容上，岗位任职课程一般在大四阶段展开，课程内容必然紧贴学员毕业任职，围绕兵种需

求设置，因此岗位任职课一般具有比较鲜明的任职特色。在课程思政设计，尤其是知识点思政元素挖掘

上，可以聚焦兵种优良传统，进行体系化构建，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课程思政体系化设计和构建，另一

方面，也避免了与其他类别课程思政元素重复而导致的学员“审美疲劳”。 
3) 课程组织上，岗位任职课程更侧重学员学习效果的应用转化或实践能力培养。随着新版《院校教

育条例》的调整，为战育人的导向进一步被明确，培养实战化、应用型军事人才越发受到重视，具化到

岗位任职教学组织实施中，则更加强调“能用、会用”的转变，实践操作比重进一步加强。这为课程思

政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岗位任职课程的课程思政可以摆脱传统理论教学中，由教员单独进行的“知识

讲授–知识点与思政点对接–思政元素挖掘–课程思政实施”，转化为有学员参与的“学员实践作业–

教员适当引导–学员自主发现思政元素–教员课程思政”。这进一步提升了课程思政的生动性、参与度

和可信度。 

3.3. 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基本思路 

顶层设计方面，聚焦体系化构建，以军队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为着眼点，以“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为总目标，统筹岗位任职课程“课程思政元素”各子目标点，构建岗位任职课程“大思政”

体系。也就是以“四有”为统揽，给每门岗位任职课程一个课程思政的“分工”，既突出军队院校“立

德树人、为战育人”鲜明特色，同时也避免了各岗位任职课程思政元素的交叉重复。在此基础上，发挥

岗位任职课程教学目标针对性强、教学内容紧贴实战的优势，将每堂课的思政元素进行系统整合，聚焦

兵种优良传统、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立身做人价值观、兵种岗位价值观等系统概念，围绕单门课程，进

行系统解读，构建课程思政“子体系”。 
方法路径方面，聚焦多维度培塑，依托多元化信息教学手段，构建“课堂讲解+微课解读+拓展深化+

感悟研讨”的多维度培塑路径模式。坚持课堂讲解主渠道，结合课程知识点，深度挖掘与之相关的思政

元素，建立专业教学课程思政案例集，为教员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丰富素材；坚持用好系列微课资源，遴

选兵种经典战例、兵种艰苦创业案例，打造系列微课资源，对相关思政元素进行深入解读，依托信息化

教学平台，供学员进行学习理解；坚持多元化拓展深化，用好实践教学、部队实习、实地参观等手段，

引导学员实地感悟兵种优良传统、培塑战斗精神；坚持实时感悟研讨，利用课前、课间、课后等碎片时

间，与学员实时交流，掌握学员实时感受，树立正确导向。 
聚焦率先化垂范，倡导躬行不言之教，建立教员行为规范与倡议，注重教员身教、垂范作用发挥。

没有不带观点的教学，就算不刻意进行课程思政，教员在讲台上对知识的讲解，甚至包括一言一行，都

在向学员传递着除获取知识之外的其他信息。尤其是岗位任职课程，涉及装备前沿、实战应用较多，如

果教员不是带着大国自信、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去讲授，那么再精彩的课程思政，也是失败的，无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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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相信的，反之，教员课堂正能量的讲授，也能提升课程思政的效果和可信度。因此，应该树立“好

的课程思政的前提是一门好课、一门正能量的课”，不是简单的“在专业课中加 5 分钟的思政教育”，

而是“时时需思政、处处在思政”，真正实现三尺讲台无杂音。 

4. 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实践 

以《射击原理》任职课程为例，对岗位任职课程开展课程思政进行具体分析： 

4.1. 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是面向生长军官本科培养层次所有专业学员，在第七学期开设的必修课程，属于人才培养方案

岗位任职平台岗位任职课程。该课程以培养指技融合型作战指挥人才为目标，旨在让学员理解射击原理

在信息化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系统掌握射击原理的基本理论体系及其应用方法，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解答射击实践问题。使学员能够灵活运用所学射击原理的基本理论分析、研究射击实践中的典型问

题，初步了解射击原理在兵力部署、射击指挥、战法运用与创新等实践中应用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

理论性、应用性、实践性。 

4.2. 课程思政体系构建 

《射击原理》课程内容与实战应用紧密相关，在思政元素挖掘上，具有一定优势，很容易与岗位能

力、战斗精神结合起来，找到课程知识与课程思政的契合点，为此可以更近一步，在课程思政设计上，

进行体系构建，围绕兵种 32 字优良传统进行设计。形成以“课程教学内容 + 兵种优良传统”两条主线

为牵引，实现每一个知识点与具体优良传统进行精准对接的课程思政体系，强化课程思政的体系性、系

统性、针对性。 

4.3. 课程思政组织实施 

通过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的具体实践发现，在课程思政的组织实施中，“课程知识–典型案例

–兵种传统”的课程思政思路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性思路，要实现课程思政真正如盐入味、润物无声，

需要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做好知识与思政的承接和过度。应拓展为以“课程知识–知识应用–实际案例

–案例挖掘–思考研讨–兵种传统–价值升华–回归课堂”为基本流程的课程思政设计，具体如图 1 所

示，真正实现知识到思政的平滑过度，尤其是思政后回归课堂教学的过度更要特别注意，避免“两张皮”

的出现。 
 

 
Figur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peration scheme of the course 
图 1. 课程思政实施流程图 

 
在《射击原理》课程思政的具体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好的方法，可为其他课程提供借鉴：① 可以

通过实时研讨题的方式，作为知识点到思政元素的过渡方式，通过教员的适时引导，让学员自主思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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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背后的思政元素，增强课程思政的可信度。② 对于思政元素难以挖掘或者难以找到巧妙过渡方式的章

节，可以通过“猜猜 TA 是谁”的游戏方式进行过渡，即通过教员逐条发布线索，学员根据线索抢答，

并对答对者给予适当平时分等奖励，调动学员积极性，在线索中穿插需要让学员了解的思政内容，并在

答题结束后，结合该部分线索进行升华和深化。③ 特别注意“身教大于言教”的作用，通过与学员交流

发现，教员是否认真批改作业、课前师生交流情况等细节，十分影响学员对教员的认可度，而认可教员

是认可课程思政的前提。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72071209)。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0-06-01. 
[2] 韩宪洲. 课程思政: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22): 

15-17. 
[3] 刘绍庭. 解读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理解[J]. 思想教育研究, 2005(5): 15-17. 

[4] 朱漪. 论课程思政的辩证法特征[J].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9(4): 66-68.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82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军校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思考与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ost Holding Course of Military Academ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课程思政内涵分析
	2.1. 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2.2. 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
	2.3. 课程思政在军队院校的具体要求

	3. 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基本考虑
	3.1. 岗位任职课程基本问题分析
	3.2. 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特殊要求
	3.3. 在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基本思路

	4. 岗位任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实践
	4.1. 课程基本情况
	4.2. 课程思政体系构建
	4.3. 课程思政组织实施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