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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高级阶段，增强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养引领不仅可以保证研究生教育

的质量，更关乎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全面、深入推进。本文针对研究生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

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方法等问题，在分析了研究生专业课程特点及研究生与本科生差异的基础上，

提出通过“四体”理论与“八六三”法构建研究生专业课课程思政体系。以“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

分析技术”课程为例，探究了课程思政的案例建设方法以及课程思政考核、评价方法。结果显示，通过

以上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可进一步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有针对性地建立与课程内容高度契合的思政

案例，从而有助于顺利开展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考核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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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advanced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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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te students’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not only ensures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promo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ck of effectiv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 professional cour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te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t proposes to construct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system of graduate professional courses through the “four body” theory and the “863” method. 
Taking the course “Reliability Test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of New Energy Devices” as an ex-
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s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as well as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bove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urriculum can be further clarified, and targeted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at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curriculum content can 
be established, which helps to smoothly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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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生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及所面临的问题 

1.1. 研究生课程思政提出的背景与基本理念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高级阶段，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高层次创新理念、手段及人

才。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培养能够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具有家国情怀，能够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是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研究生教育必须适应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同年 9 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

布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全面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1]。研究生

教育要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线，到 2035 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

究生教育强国[2]。 
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元素融入各个公共基础类课

程、专业教育类课程、实践类课程，从而潜移默化的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积极的影响[3]。
课程思政的提出不但引入了一种全新的课程观，更是一种以课程建设为载体，集合多维要素协同育人的

“大思政观”，它精准展示了专业课在立德树人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1.2. 研究生课程思政的特点及当下存在的问题 

与本科阶段的课程思政相比，研究生课程思政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首先，研究生教育是集前沿性、

原创性和不确定性为一体的高层次专门知识体系，课程思政在研究生阶段的实践，除了依托专业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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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与科研实践紧密相关，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远超本科生，更有利于因人而异地开发丰富

多样的课程思政手段，来契合高素质专门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生专业课程紧密

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研究生的专业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还可以激发研究生的爱国情怀，培养专业

素养，谨守道德红线，增强职业伦理规范。其次，研究生群体所处的人生阶段及所具备的知识能力，使

得他们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独立意识较强，对各种社会事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想法。另

外，更加广泛的社交生活与更加便利的网络环境，使得研究生群体可以快捷地获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

咨询信息，使得他们责任心更重，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政治敏感性更强。在此情况下，若缺乏积极正确

的思想认识，缺乏人文素养，就会使研究生们难以对巨量的信息资讯做出有效地甄别，从而受到不良意

识的侵蚀，如部分研究生求学动机、就业意愿完全的急功近利，甚至做出学术道德失范或知法犯法的有

害行为。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以德育为第一要务，广泛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势在必行。 
然而，研究发现在现阶段的研究生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教学“两张皮”的现

象仍未能根本改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一、针对研究生专业课程思政资源地挖掘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的初衷是将思

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进行有机融合，不能简单地形式化为增开一门课或增设一项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课

程 + 思政”，而是需要授课教师通过对专业知识点和思政理论的深入理解，将两者进行相互借鉴与融合，

通过将思政案例巧妙的融入专业课教学中，将立德树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然而，现阶段缺乏针对工

科研究生专业课程思政资源的提取与建立方法，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条件下，任课教师只能凭借自身的直

觉进行课程思政，导致思政案例不典型、不准确、给人以生硬拼凑之感，严重影响了研究生课程思政教

育的效果。 
二、研究生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实施方法欠缺。如何恰当的结合思政元素，在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的

融入思政内容，使教师课程思政不生硬，学生对课程思政教育不厌烦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现阶段研究生

专业课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大多数教师仍简单延用本科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法，却忽略了研

究生教育自身的特点，如更强调科研，更加贴近工程实用性等。同时，对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也没有建

立有效的反馈与评价机制，难以保证高质量的完成思政任务。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将通过对研究生课程思政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探索在专业课“新能源器件

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教育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 

2. 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如前所述，与本科课程相比，研究生课程的内容更为专业和深入，偏重分析、研究与创新，且研究

生心理成熟度较高，已在思想意识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固有价值判断，因此，如何在研究生课程中有效地

开展思政教育，就需要相应的基础理论支持与可行的方法论指导。 

2.1. 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的基础理论——“四体”理论 

就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的基础理论方面来说，学术界一般认为可在“四体”理论指导下进行，

即教育的主体、客体、介体及环体，这四种要素按一定的联结方式决定了思政教育的实际效果[2]。课程

思政主体专指实施思政教育的教师群体，主体不但要传授专业课程知识，更要掌握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

思想教育理念，通过将两者巧妙融合后再进行输出；课程思政的客体是思政教育的接受方，这里特指研

究生群体，客体可以被动或主动的接受思政教育，这取决于实际的教育效果；课程思政的介体是指主体

向客体传达的内容及承载内容的中间介质，如教学方式方法、各种不同的手段等，良好的介体可搭建起

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有效的沟通桥梁；课程思政环体是指教学所处的环境条件，如社会大环境、各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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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局部环境等，环体具有很强的客观现实性，不受主体和客体的影响，但能经由主体的主导作用，向

客体转化为积极的思想教育活动。 
“四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课程思政教育的影响不容忽视。主体在思政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其自身

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程思政教育的效果，研究生课程教师需要从传统的“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

领”、“重科研产出，轻育人育才”等认识误区中走出，铭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使命。同

时，教师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提升教学能力，增强采用多种形式的介体将思政内容有效传达给

客体的能力。客体在接收主体所传递的课程思政内容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吸收、转化，并将学习效果

反馈给主体，以供主体进行教学总结与改进，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客体完成了知识学习与价值再造，实

现“知”与“德”的双维提升。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会同时受到外部环境即环体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效果可能是积极正向的，也可能是消极负面的，这就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与专业价值判

断，合理应用介体，将环体的消极因素转变为激励因素，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2.2. 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的指导方法——“八六三”法 

有效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还需要专业的方法论指导。“八六三”法是一种可用于建立课程思政

框架的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4]。它包括了“八大思政观点”、“六类思政素材”、“三种思政实施原则”。

八大课程思政观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大爱教育、科学精神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四个自信教育、

大美教育、终身学习教育以及工匠精神教育。六类思政素材包括：历史类素材、科学类素材、名人类素

材、习题类素材、时事类素材、公式类素材。三种思政实施原则包括：潜移默化原则、丰富手段原则和

以身作则原则。 
以上理论方法为我们在研究生专业课程“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中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3. 基于“八六三”法的“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课程思政案例建设 

新能源器件相对于传统电子器件具有更为优异的性能，它是实现新能源转化和利用的媒质，是保证

人类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学习新能源材料、器件及相

关可靠性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课程基于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的主要研究方向，结合授课教师多年来科研实践的经验，将带领学生主要

针对新能源器件的制备、新能源器件的工作原理，新能源器件的可靠性问题三个方面展开学习。课程内

容主要包括：太阳电池材料与制备技术、纳米发电机工作原理与制备方法、器件的可靠性基础、可靠性

实验与分析技术、可靠性设计等几章。该课程涉及能源科学、材料学、物理电子学等多个学科，能够培

养既掌握新能源材料基本理论、新能源器件制备工艺，又熟悉电子器件可靠性理论、检测与分析方法的

复合型专门人才。 
在“八六三”法的指导下，我们发现“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课程中有许多理论与知

识点都能与思政元素进行有机融合，例如： 
1) 在“太阳能光电材料基础”一章，我们首先选定八大思政观点中的“科学精神教育”观点，该观

点认为当代大学生应具有科学精神，秉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即是求真、实事求是，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

而发展总是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要学会充分预见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阻力，并始终坚持对真理的

追求。与之匹配的素材为时事类素材：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在短期经济效益与人类长期可持

续发展之间，只有实事求是地秉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明确开发新能源技术的重要作用，在推广新能源使

用的过程中，即使遇到暂时的困难也绝不后退，这样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住绿色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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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太阳电池制备技术”一章，通过科学类素材——“光刻工艺难点介绍”，引入我国正在经历

的芯片技术“卡脖子”问题，从而引导学生具备勇于追求真理、善于螺旋式发展解决问题的科学精神。 
3) 在“纳米发电机基础”一章，通过视频资料引入名人类素材—“王中林：纳米发电机的提出者与

技术引领者”，展示中国人在世界科学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而导入“四个自信”思政观点，使学

生具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4) 在“纳米发电机工作原理”一章，通过对科学类素材与公式类素材——“纳米线压电效应”的理

论学习，导入八大思政观点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观点，该观点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学生在科

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始终遵循发现现象–探究机理–掌握规律–应用规律的唯物主义科学观。 
5) 在“电子元器件与电子电路的可靠性基础”一章，通过历史类素材——“阿波罗十三号升空失败”

的案例，展示由于人为疏忽而导致可靠性失效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引入工匠精神教育思政观点。工匠精

神主要包括爱岗敬业、精益求精、认真专注、开拓创新四部分。对所有研究生来说，爱岗敬业是最为基

础的道德品质，精益求精是一种推动他们努力创新的目标，促使其在工作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认真专

注是必要的精神品质，用以确保工作中的万无一失，而开拓创新是工匠精神对研究生的更高要求。 
6) 在“可靠性实验与可靠性分析技术”一章，通过引入科学类思政素材——“以噪声检测为代表的

新实验技术”，教导学生应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即引入终身学习教育思政观点，从而使学生明白物质

是运动的、世界是发展的，客观条件是不断改变的，人也应不断适应外界的变化，不断更新自己对外界

的认知。 
7) 在“可靠性设计与案例分析”一章，通过时事类素材——“中国航天工业的快速崛起”，展示国

内在可靠性工程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将大爱教育思政观点与之匹配，引导学生爱国、爱党、爱社会主

义，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同学们种下助力祖国伟大复兴的高远志向。 
表 1 对“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思政融入点及对应的教学方法进

行了汇总。 
 
Table 1. Teaching cont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poi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course “new energy de-
vice reliability test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表 1. “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思政融入点及教学方法 

序号 教学内容概述 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法(育人元素融入或展示方法) 

1 太阳能光电材料基础 科学精神教育 通过环保时事案例展示，引入人类社会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观 

2 太阳能电池制备技术 科学精神教育 通过工艺难点案例引入追求真理、螺旋式上升的科学

精神思政元素 

3 纳米发电机基础 四个自信教育 
通过视频资料引入纳米发电机的提出者、技术引领者

都是中国人的时事案例，引导学生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4 纳米发电机工作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通过纳米发电机发电理论案例引入发现现象–探究机

理–掌握规律–应用规律的唯物主义科学观 

5 电子元器件与电子电路的

可靠性基础 工匠精神教育 通过案例展示可靠性失效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激发

学生认真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6 可靠性实验与可靠性分析

技术 终身学习教育 
通过实验技术的发展教导学生随着客观条件的不断改

变，人也应不断适应外界的变化，不断更新自己对外

界的认知。 

7 可靠性设计与案例分析 大爱教育 通过国内在可靠性工程方向的巨大进步，激励学生爱

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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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四体”理论的“新能源器件可靠性检测与分析技术”课程思政考核与评价 

在课程考核与评价方面，应着重发展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互手段，即丰富介体的形式，从而达到预

期的思政教育效果。 

4.1. 从主体到客体的正向考核与评价 

在从主体到客体的正向考核与评价中，教师可在过程考核中适当加入思政方面的主观考题，由学生

自由发挥论述其在知识学习中所体会到的观念、思想、方法等方面的提升与改变；在平时成绩中增加学

生学习态度评分因素；另外，在课堂讨论中给出若干实际案例，通过同学们自己查询资料，分组讨论案

例中涵盖的知识内容，及由此发散出来的思政体会。将以上考核结果计入平时成绩。课程总成绩由平时

成绩、过程考核成绩及期末成绩按一定比例组合而成。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推荐课程

相关读物，如《光刻巨人-ASML 崛起之路》等，通过拓展阅读，进一步促使学生关心国家、行业、技术

的发展，增强学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4.2. 从客体到主体的逆向考核与评价 

在从客体到主体的逆向考核与评价中，首先，通过发放电子调查问卷的形式，及时收集学生对教师

教学的评价反馈，据此不断改进课程思政的方式方法。其次，通过教学督导随堂听课、教学团队互相随

堂观摩学习交流的方式，及时发现教师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挥特长，改进不足，使教

师课程思政水平不断提高。第三，定期组织教学团队召开课程思政经验交流会，分享在课程思政教学中

的经验、研究存在的问题、探讨新的思路和方案。 

5. 结论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如何保证对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已成

为一个关键问题。研究生课程思政以专业课程为载体，在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通过形式多样的实

践教学环节，将抽象的课程理论知识与丰富的思政元素有机结合，不仅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专业知

识，更使得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时代重任，从而将个人追求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最终完

成个人成长与国家振兴同步实现的远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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