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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课教师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主力军，专业课是高校思政建设的主渠道，因此，高校专业课老师要把课

程思政提高到立德树人这一战略高度，从态度、力度、广度、热度、亮度、融合度、温度、高度、满意

度等维度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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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re the main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are the main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eacher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ai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to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es-
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ttitude, strength, brea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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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 brightness, integration, temperature, height, satisfaction, etc.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orm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of “every course h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very teacher 
participates in training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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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贯彻了“各门功课都有育人功能”的基本要求，强化了教师育人的主体责任。

如何讲好课程思政，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吴家华(2020)提出要课程思政要讲出政治高度、讲出理论深

度、讲出情感温度[1]，王莹莹(2020)提出思政课要有实效、有温度、有高度[2]，黄立等人(2021)提出要满

足政治高度、思想热度、视野广度、内容热度、融入力度、实践强度、情怀温度等七个维度[3]，周华选

(2021)提出要满足热度、广度、深度和温度[4]，王欣和陈凡(2021)提出要从角度、深度和温度三方面入手

[5]，杨龙和杨帆(2021)提出“大思政课”要有理论深度、实践力度、情感温度[6]，谭元敏(2021)提出思政

课要讲出政治高度、具有理论深度、增加视野宽度、保持知识鲜度、充满情感温度[7]，王晶可和孙秀丽

(2022)提出要从温度、高度、深度、效度和广度五个方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建设[8]。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管理学》课程为例，提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可以从九个维度上下功夫，

即态度、力度、广度、热度、亮度、融合度、温度、高度、满意度。 

2. 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如果教师对课程思政不重视，就不可能有好的课程设计，课程思政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对待课程思政的态度，本质上是对待教育的态度。教育的核心不是“教”，而是“育”，应该着力于灵

魂的唤醒与培育。教育的最大问题、最大失误、最大罪过是只教书不育人，老师的育人职能正在被无情

“蚕食”。而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然而，由于受教育功利化和“唯分数论”思想影响，“育人”往往

沦落到不受重视的尴尬境地，导致课程思政也很难被大家所重视[9]。但是，高校的立德树人问题，不仅

是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10]。2021 年，中央巡视组对 31 所中管高校党委进行了巡视，在巡

视反馈中指出高校存在思政教育比较薄弱，意识形态工作存在不足的现象。此举向高等教育传递了一个

重要信号，那就是思政教育已经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一定要落到实处。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不是“两张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11] 2020 年 5 月份，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2]，指出课

程思政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必须坚持立德和树人不可割裂。同时提出，专业

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专业课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主力军”、专业课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

战场”、专业课课堂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要深入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融合。因此，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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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教师转型就成了时代的必然选择[1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从教育的本质角度来看，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课程思政都应

成为高校教师的基本工作和核心工作，理应将课程思政提升到专业课讲授的战略高度，要理直气壮的搞

好课程思政。对于《管理学》授课老师来讲，应该摈弃原来的按部就班的“灌输式”讲课方式，及时更

新教学内容，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党史蕴含的管理思想等思政元素融入相应章

节，强化中国管理元素的讲解，真正将课程的育人功能体现出来。 

3. 力度 

此处的力度还可以理解成幅度，指的是思政内容所占专业课教授总量的篇幅和比例，比例越大，力

度越大。高校的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差异较大，因此，不同专业课在思政元素的挖掘上也存在较大的差

异，难易程度也不一样。有些课程可以挖掘出较多的思政元素，有些课程在思政元素的挖掘上“捉襟见

肘”。甚至有些老师提出，过多的思政内容会挤占专业知识的讲授时间，影响专业知识的讲授进度，导

致专业知识在结课前难以讲授完。笔者认为，这种情况虽是客观现实，但是从“育人”的角度来讲，理

应加大课程思政的分量，况且由于任课老师的不重视，很多课程并没有将课程思政真正纳入专业课讲授，

因此，课程思政的融入力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笔者建议，应至少占整门课程讲授总课时的 20%以上，

有些课程还可以更高，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此外，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在教学方式

上是不一样的，中学教育重在告知学生已有的知识，而大学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自学能力，

没必要围绕教材进行“满堂灌”，而是要通过核心知识点的讲授，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引入

该门课程，从而进自我学习。因此，高校教师要转变教育理念，减少知识的“灌输”分量，提高“育人”

分量。 
笔者认为，除了思政类课程，大学所有专业课中，《管理学》具有开展思政教育的先天优势，是一

门进行课程思政改革的理想载体课程。《管理学》所蕴含的管理原理和思想不仅仅适用于工商企业管理，

还适用于任何组织，从古代的帝王管理之道，到新中国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都

蕴含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可以与《管理学》框架体现进行无缝对接，治国理念、领导思想、组织架构、

组织文化等都能够与《管理学》的相关知识点进行有机融合，因此，《管理学》课程的任课老师可以将

思政要素全覆盖整个教学过程，加大思政内容的篇幅，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式管理、习近平治国理

政思想等要素，让学生在感受中国特色思想的同时，领悟背后隐藏的管理思想。根据笔者多年的授课经

验，思政内容所占总课程时长的比例可以超过 50%，甚至可以更多。 

4. 广度  

课程思政的广度指的是专业课思政素材的来源宽度，或者叫思政素材的丰富程度。教育部颁布的《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课程思政可以“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

治意识、道德修养”等方面挖掘思政要素，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历史素材、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都可以

和专业课进行有机结合。思政素材的提炼，尽量避免单一化、过窄化，要尽量扩大思政素材的广度，让

学生全方位地接受育人价值的洗礼。 
以《管理学》课程为例，上段提到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融入课程相关内容之中，尤其是四史、中国历

史、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每一块内容都可以全面融入《管理学》课程的每一个章节之中，因此，《管理

学》课程的思政内容广度是可以做到全过程覆盖的，需要任课老师花时间深入了解每一块内容，尽可能

地提炼更多的思政元素，甚至做到驾轻就熟地随意调配思政元素服务教学。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2516


张剑光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2516 3333 创新教育研究 
 

5. 热度 

课程思政的热度指的是思政素材的新鲜度和及时性。一些课程将时政新闻、时事热点及时融入课程

教学中，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14] [15] [16] [17]。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手机的普及，使得高校大学生能

够及时关注到最新的时事动态，多数学生对热点新闻有较高的兴趣，如果任课老师能够及时将时事热点

转化为思政要素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将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还停留在纯理论纯知识的讲授和陈旧案例的分享，将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

中国，面对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的当代青年，要求任课老师要及时关注与课程相关的热点事件，深入

剖析事件背后的真相，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常讲常新，提炼思政元素，及时巧妙地分享给学生，才能取

得较好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以《管理学》为例，国家重大施政方针的出台，如十四五规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战略、

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层面战略体现了管理的决策职能，通过向学生讲解这些重大战略的出台过程让学

生感受到决策的影响因素、原则及过程；中美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差异，可以让学生了解不同的管理

理念、思想和体制。以及控制的过程，让学生领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俄乌战争可以让学生学

习战略思维，通过西方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让学生把握领导者应具备哪些素质，通过媒体报道的各类劳

资纠纷，让学生树立法律意识、职业道德等。热点事件蕴含着无穷的思政要素，不仅可以极大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还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学习管理理论和思想。 

6. 亮度 

课程思政的亮度可以理解为亮点，指的是课程思政在教学方式上的创新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

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思政课建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要尽量避免单一

教学方式，可以采用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

多种教学方式，要根据学生情况，选择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还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大力发挥

“云思政”育人优势，融合各方力量一起来讲好思政。此外，有条件的课程可以带学生走出课堂，打造

“第二课堂”，让学生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受到思政教育。 
笔者建议《管理学》课程的思政亮度可以从内容上下功夫，“内容为王，兴趣第一”，形式再怎么

花里胡哨，学生毫无反应也是无效的。由于《管理学》课程多是以案例教学为主，甚至可以做到全案例

教学，因此，任课老师可以对所讲案例进行优化，一是从内容的选取上尽量选取学生兴趣度高的素材，

如每节课可在授课前 5~10 分钟给学生讲解时政热点，与学生互动讨论；二是对教学语言进行优化设计，

可以借鉴脱口秀、相声、小品等学生喜爱的娱乐节目形式对教学语言进行精心设计，尽可能的多设计一

些“包袱”，收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大多数都是幽默感十足、课堂氛围活跃的讲笑话高手。学生真正喜欢

的课程和老师，离不开任课老师的精心设计。 

7. 融合度 

融合度指的是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的融合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

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18]高校教师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

强行思政，不能为了思政而思政，不能将思政内容与专业课内容割裂开来，既不能风马牛不相及、生搬

硬套，也不能驴唇不对马嘴、牵强附会。既不能杀鸡用牛刀、力道过猛，也不能如蜻蜓点水、不着痕迹

[3]。 
任课老师要充分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与专业课内容巧妙融合，要做到润物无声，尽量不要让

学生感到牵强附会。融合度不高，不知如何融合，根源在于思政素材的积累太少。任课老师要时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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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程相关的时事动态，多与同行交流学习，还可以与马院老师保持沟通获取思政素材，坚持下去，思

政素材就会越来越多，融合起来才会得心应手。笔者建议，高校老师要充分利用好“学习强国”这一学

习平台，可供利用的思政素材极其丰富，只要坚持学习并学会应用，课程思政也就不再“理屈词穷”了。 
管理的本质是协调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解决问题，管理的这一的本质思想决定了《管理

学》课程的“万金油”特色，管理的基本原理、职能、思维在所有领域都是想通的，只是需要任课老师

花时间挑选优质思政素材，并做好匹配。《管理学》任课老师在选择思政素材的时候，需要带着管理思

维去审视，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方面体现的管理思维与本门课程的相关内容可以进行无缝衔接，尽可能

地提高课程思政的融合度。 

8. 温度 

习总书记强调，任课老师“要有仁爱情怀，把对家国的爱、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心

中始终装着学生，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课”。我们可以将课程思政的温度理解成“以学生为中心”

的理念在课堂上的体现，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交流和交往，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围绕“90
后”、“00 后”这代“新新人类”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用他们喜欢的语言和方式来传达思政要

素，提升课程思政的吸引力和亲和力，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最大化摆正学生的听课状态。任课老师可

以通过真情化的语言讲出动人的故事，从而打动学生，通过课堂上展现的情怀来感染学生，这样可以让

思政元素更加的入耳、入脑、入心。用一句话来总结，课程思政的温度是通过思政素材、教学语言和教

学方式来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管理学》课程思政的“温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内容设计上，弱化理论讲授，强

化案例教学，通过生动的案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二是，任课老师要学会讲故事，平铺直叙地讲和声情

并茂地讲，效果截然不同，因此，任课老师可在教学语言上多下功夫，对教学语言进行精雕细琢，通过

高质量地讲述烘托课堂氛围，调整学生的听课状态。如在讲授领导者的素质要求这块内容时，可以借鉴

金一南教授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中讲到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同志凭借坚定的信念力挽狂澜，为

红军保留了推翻蒋家王朝的优秀班底，从而被称为“红军之父”。《管理学》任课老师可以通过学习优

秀的视频资源学习如何讲故事，还可以直接在课堂上播放相关视频来进行课程思政。 

9. 高度  

课程思政的高度指的是任课老师通过个人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

学生尊重的楷模和效法的榜样。与课程思政的温度不同的是，温度是通过思政素材和语言来感染学生，

影响学生，而高度是通过任课老师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感染学生，思政要素已经内化为任课老师的

人格魅力，通过这种升华，由“物传人、事传人、精神传人”转化为“人传人”。温度重在气氛的渲染，

而高度重在境界的提升。 
要想成为社会和学生满意的合格高校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理想信念和美好的道德情操。“经师易

求，人师难得”，高校教师要将“传道”永远摆在第一位，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要做传授

知识的“经师”，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

生”，以大境界、大胸怀、大格局给学生指点迷津、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蒙以养正，圣功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高校

老师要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等六

方面标准，树立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自觉作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思政素材是难以达到上文所述高度的，因此，笔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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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任课老师可以将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知识、四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

治国理政思想、中国重大施政方针、时政新闻作为教学和备课的重要环节常抓不懈，积累的素材多了，

慢慢地就有了自己的感悟，政治觉悟也就慢慢地强化了，不管讲解哪一块知识都能信手拈来，之后达到

了这种境界，才能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才能提升课程思政的高度。只有当任课老师意识到课程思政

不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项教学习惯时，才能称为真正的“人师”和“大先生”。 

10. 满意度 

满意度指的是课程思政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主要指是否受学生欢迎。虽然不能以学生的满意度作

为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唯一目的，但不被学生接受、不受学生欢迎、学生评价不高的课程思政必定

是无效的。因此，在设计课程思政方案的时候，要围绕学生的学习诉求，尽量以学生喜欢的方式来讲授。

这就要求任课老师要在课前做好充分的调研，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诉求，“以学生为中心”实施教学。 
《管理学》课程任课老师除了在课程结束时采取多种途径了解学生的满意度之外，还可以通过简单

的网络调查和课堂调查了解学生的述求，围绕学生感兴趣的领域收集素材，准备授课内容，还可以通过

作业的形式让学生自己搜集素材或进行课堂讨论，或为任课老师提供教学内容。总之，要充分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时时根据学生的述求和课堂反应来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进程。不能产生共鸣的思政课是

没有意义的，任课老师要充分挖掘学生身上的潜力为课堂教学服务。 

11. 结语 

在本文所提的课程思政建设的“九度”中，态度是起点，也是决定性因素，力度、广度、热度、亮

度、融合度是过程，也是方法，温度、高度和满意度是结果，也是效果。人的因素决定一切，任课老师

的态度决定着课程思政的效果。只专注提升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忽略政治素养提高的教师无法胜任新

时代高校教师的工作要求。只有真正重视课程思政，将课程思政提升到育人的高度，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来对待，并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价值引领，课程思政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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