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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的“大思政”育人体系，是“三全育人”的必然要求。大思政理念下，温州商

学院创造性地重构课程体系和育人体系，打造混编协同育人共同体，充分利用社团和社会实践第二课堂

等，形成了金融学专业思政协同育人的基本路径。但也存在着有效的课程思政成效测评体系缺位，年轻

老师偏多思政素养不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尚未创建，思政老师对非思政老师的帮扶不足等问题。为此，

建议创建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课程思政斯特协同要素的建设，利用教育信息化推动课程思政育人精细

化发展，进一步构建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大格局，实现立德树人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大思政，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路径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Finance Special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in Hu, Jie Li 
Wenzhou Business College,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r. 2nd, 2022; accepted: Apr. 13th, 2022; published: Apr. 20th, 2022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to cur-
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ree complete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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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nzhou business school 
creatively reconstruct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created a mixed and colla-
borative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made full use of the second classroom of community and so-
cial practice to form the basic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or the ma-
jor of financ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an effective curricu-
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more young teachers, weak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ist college, and the lack of assistance fr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to n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Therefore, it is sug-
gested to establish a Marxist colleg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elements of cur-
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se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o promote the fin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rther construct the general pat-
ter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an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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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教育建设受到了来自党和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渐

进性的复杂系统工程，因此，各高校“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尚未完全有

效实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课程思政”这一全新改革举措，

要求“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善用课程思政，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课程“大合唱”，即形成“大思政”

的系统育人育才观和学科体系。可见，“大思政”就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的系统工程中渗透一切、

贯穿始终，以达成系统整体的育人环境[2]。新时代下，各高校需要整合并有效配置全校资源，挖掘并有

效运用所在区域特色文化等，通过教育教学的整体改革与系统优化，将思政育人育才融于课内课外教学

教育全过程、各环节，构建思政育人的最大合力。 

2. 大思政理论下课程体系协同育人的必要性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养成和落地的需求  

“大思政”理念是新时代中国高校践行立德树人的创新理念，是全面提升人才培育能力的顶层设计

和最新成果[3]，旨在构建立体化“三全育人”教育体系，解答教育“培育什么人、怎样培育人、为谁培

育人”的“钱学森”之问。该理念一经提出，便迅速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蓝海，形成了诸如“上海经验”、

华中科技大学“深度中国”等诸多典范。但现有理论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微观视角探究课程思政，以及专

业课程与思政课程之间协同效应的建构，破解思政教育的“信息孤岛”现象。但思政教育是一个系统工

程，不仅需要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之间的协同，还需要学科之间、专业课程之间、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

之间、课内与课外之间的协同育人，否则会导致认识的片面化；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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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思政教育的内容、方法与实现途径亦应凸显学科特点和异质性，否则会出现拼凑化和千篇一律

化；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教育技术创造性发展和变革，正使“以知识、技能传输”为特征的

传统课堂教育走向以“体验升华”为特征的线上线下混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教育，其实现路径应是

多元的具体化的。因此，从专业思政中观层面，运用大思政理念，凝练和提取金融学专业学科核心价值，

并基于温州区域经济特色和温州商学院民营资本灵活的办学体制机制，探究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与思政

教育融合协同的长效机制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如何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要求，也是

新时代育人理念由成才转向成人的客观需求。 

2.2. 现代金融快速发展下，金融伦理缺失和道德失范频现的现实诉求  

金融是经济社会的命脉，金融人才的素养和道德伦理决定着金融运行的稳健。近年来，工具理性导

向下的金融科技所潜在的风险，以及金融从业人员道德失范不断凸显，各种金融欺诈、舞弊案例层出不

穷。究其原因，一是高校思政教育和道德伦理的培养脱离了经济、社会、法律和经营战略等大环境[4]；
二是金融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未能贯穿思想政治工作体系[5]，致使金融学专业道德施教的培养方案、

实施路径等因缺乏可执行性和可传递性而失效。那么，如何将绿色金融理论、金融包容性和普惠性、温

商精神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域地方文化特色的思政要素，融入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从专业整体性高度构建专业教育与思政育人同向同行、德育与智育融合的金融学专业协同育人培

养方案和实施路径，是技术理性下金融科技失序、亟需提升现代金融学人才培养和育人成效的现实诉求。  

2.3. “如何培育人”之问解答亟需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和深化  

专业思政是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2018 年 6 月 22 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正式提

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突破[3]，是对课程思政要求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人

才培养体系科学实践的进一步深化[5]，进而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与发展[6]。即专业

思政是对课程思政的深化，二者在育人上具有一体化特征。但专业思政的内涵是以专业为载体，通过专

业核心价值的挖掘、引领，贯通于人才培养方案等教学教育全过程、全要素的融合设计中，构建课程之

间、学科之间的立德树人协同机制，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化，形成特色鲜明的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但由于提出时间较短，专业思政关涉维度较多，现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理论和政策层

面的可能性研究，而缺乏实践维度的可行性方案研究。因此，这种从专业思政中观维度而非单独课程思

政微观视角，探究专业人才培养与思政育人的协同效应和具体路径，既是“三全育人”之需，也在一定

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现有大思政理念。 

3. 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课程融合协同育人的实践 

大思政的理念下，需以系统观、整体观的高度创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一体化建设和发展。为此，

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首先构建了基于区域特色、专业自身发展凝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的

金融学专业价值体系，然后在价值体系引领下，完善育人育才培育体系、师资队伍体系、课程体系、课

堂体系、教学教育方法和评价等制度体系，解答为谁培育人和怎样培育人的问题，初步形成了“以学习

者为中心”的金融学专业协同育人路径。具体见图 1。 

3.1. 凝炼课程思政价值，打造课程思政精品系列 

打造“金课”拒绝“水课”，提升课堂品牌价值，是第一课堂的关键所在。围绕教育部课程思政改

革建设“出精品、创品牌”的精神，通过情景、案例、主题宣讲等多途并举，打造“有温度、有感触、

有深度”的精品课程思政。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是浙江省“十二五”普通本科高校新兴特色专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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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出发点和动力，在学校、学院党委领导下，以专业为载体，从战略高度大力鼓励支持申报高级别课

程改革研究项目，如国家一流、省一流课程等，同时通过设立凸显生活导向和区域文化导向的校级、院

级项目，培育提升年青老师思政素养和教学教育能力，从课堂真实效果和“学生即大学”的创新视角，

激励、督促老师真做真建，鼓励课程思政跨学科、跨院系建设，改出课程思政新思路、新形式，建成思

政育人的新常态，改出从项目激励推动转变为内心自发驱动主动参与的“人气”，讲好中国故事、温商

精神，打造课程思政精品系列，凝炼金融学专业核心价值体系。目前正以国家一流课程标准建设具有区

域特色的课程思政体系——“温商精神导论”，并以此为基点建设了“固定收益证券投资”、“金融学”

等省级一流课程，以及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育人、产教融合基地等一批政校企协同育人第二课堂。 
 

 
Figure 1.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th for finance major of Wenzhou business school 
图 1. 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协同育人路径 

3.2. 创新课堂育人体系，践行产教融合实践育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实践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抓手，是完成跨世纪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高等教育要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

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大

力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不断拓展校际之间、校企之间、

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加强各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和实验室建设。” 
金融学专业秉承“以生为本”、“以能力提升为核心”，不断探索、创新“产教研学”深度融合模

式，形成了“学业、企业、就业、创业”四业贯通的实践教学特色，打造了诸如“金融特色班”、“金

融实验班”、“金融综合学科改革共建班”、浙江省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等契合自身发展、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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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岗位需求的创新型实践教学协同育人模式，形成了“科研→社会服务→教学→科研”的良性闭环，

服务区域社会经济质量高。具体实施路径见图 2。 
 

 
Figure 2. Wenzhou Business School’s financial professional integration practice education model 
图 2. 温州商学院金融专业产教融合实践育人模式 

3.3. 创新育人育才机制，构建混编协同思政育人共同体 

加强课程组基层组织建设，组建由教工口(辅导员、班主任) + 教师口(思政教师、专业教师) + 校外

行业导师、实践基地指导老师 + 党团员责任区的混编协同共同体，具体见图 3。在核心价值的引领下，

以学生为中心基于 OBE(成果产出教育导向)，挖掘社会需求、学生需求，建设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素材

特色资源库，采用专题式、辩论式、对谈式等教学方法，集体备课、线上线下等多元化形式，研究、设

计思政要素的融入点和教学育人方法、组织形式，让教师动起来更有“底气”、内容活起来更有“生气”、

方式多起来更有“人气”、课程“特”起来更有“名气”。 

3.4. 紧跟时代步伐发展社团实践，助推成才成人 

社团实践等志愿服务是第二课堂的核心，温州商学院基于学生的需求、紧跟时代的步伐，按照“专

业社团 + 思想引领”模式不断创建动漫社、CSGO 真人游戏社，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社团有效融合、精准

对接，提升社团的社会信誉度，增强社团的社会责任，实现第二课堂思政育人育才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比如致力于把每个社团人培养成德行和能力兼修的菁英道系，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温州商学院

红十字志愿者协会，秉承社团初心，孕育“成长会做人、成才会做事”的品质，凝聚成人成才“底气”，

涌现了诸如浙江省最年轻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茹扬等一批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的温商社团有为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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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Wenzhou Business School’s model of a mixed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mmunity for finance majors 
图 3. 温州商学院金融专业混编协同育人共同体模式 

4. 提升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思政协同育人的策略 

4.1. 创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升大思政教师队伍的思政素养 

2021 年中国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指出：“以育人成效

为标准，以培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为目标，完善培训体系，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教师

成长激励机制。牢固树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日常思政工作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温州商学

院作为一所历史尚浅的民办高校，虽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负责的思政育人工作机制，但尚未建立马克思

主义学院，仅仅只是设立基础教学部，由有限的几位思政教师承当全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显然满足不了

立德树人的思政育人所需；而且学校教师偏年轻化，她们大都是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年青硕士，其课程思

政意识、素养和教学教育能力，均需要思政教师的帮扶。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创建，可以帮助非思政专

任专业教师这一课程思政的主力军树立育人意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可以协助非思政专任教师完善

教学设计，评析教学动态与业务效果；可以建立教师间合作联动机制，培训非思政教师[7]，解决年青老

师课程思政上有想法没思路、想干却不知如何切入的困境[5]，进而提升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耦合

度，落地大思政课程体系协同育人高质量发展。 

4.2. 加强课程思政系统协同要素建设，提升思政育人育才成效 

由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的“大思政”理念，是一项系统性复杂工程，其成效的彰显、有效机制的

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不仅需要党委统一领导的工作负责机制，还需要各部门、各环节之间协同共频的

保障机制。温州商学院可充分发挥其民营资本办学的灵活性特点，运用市场化手段突破行政化壁垒，构

建、强化更为灵活、高效的校内部门间、校内与校外部门和课堂与课外协同育人联动机制，切实推进课

程思政全员参与、全过程体现、全方位覆盖的合力大格局。另外，需加强切合自身特点的课程思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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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制的构建。虽然温州商学院通过项目、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切实践行“大思政”育人，但同样存在

着成效不彰。究其原因，缺乏可操作的和落地的课程思政成效测评体系。以往的教学质量考评体系也仍

是以教科研为主，育人考评也主要体现在班主任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思政元素的考评比重不大，而且

评估结果针对性不强、区分度不高，制约课程思政的深入发展[8] [9] [10]。而 OBE + CIPP (决策导向)测
评体系，OBE 理念可为育人育才体系优化和教育教学改进提供决策指引，CIPP 则通过实施、诊断和改进，

量化 OBE 理念下各环节，使评价决策更加科学严谨。但评价的目的在于改进，实现以评促建，而不是以

评促评，因此，对评价结果要合理对待和有效运用，应将之作为改进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教师教学能力

和素养考核、晋升的依据，否则，有可能导致为了评价的课程思政建设，有违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初

心。 

4.3. 借力教育信息化技术，推动思政协同育人精细化发展 

我们所处的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VR、短视频等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合理

运用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极大地丰富了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拉近了课堂与学生的距离，

变课堂内容的宏大叙事为细节化、生活化，变传统课程思政教师理论教学为主为学生自主深度学习为主，

提升课堂的吸引力、参与度、表现力，有利于学生学会自我评价，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11]，形成课程思

政师生共同体，集共同体智慧深挖课程所蕴含地新时代思政元素和育人功能，将之有机地融入课程建设、

课堂教学和人才培育体系的具体实践，精准对接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构筑课程思政“教与学”完整体

系和推动育人体系地精细化发展，实现课程思政育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温州商学院作为一所民办高校，利用其灵活办学的体制机制，充分挖掘温商精神这一区域思政元素，

依托产政校实践教育、协同育人平台，构建了金融学专业这一“大思政”育人育才价值体系和实践方案，

推动我校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协同育人迈入了深化发展阶段，但由于推行时间不是很长，协

同专业课程、思政课程共同育人所需多学科知识、话语体系等多元融合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

各项制度保障合理助推才能形成的，因此，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思政协同育人成效如何进一步彰显，

还需不断探索。而测度评价体系是成效外在化、数量化的有效具体方法。因此，后续可以进一步探究、

创新和完善专业思政协同育人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促建推动“思政 + 课堂”协同育人向纵深发展，提

升育人育才成效。可以先以某门或者某几门专业课程作为评价对象，对其思政育人具体成效进行测评，

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过程中所存的不足，并通过反馈机制去纠偏、完善这些不足，进而指导课程思政建设

和育人育才方案提升，最后将经验方案推广到课程体系，深挖课程体系思政协同育人的耦合协调度，构

建大思政理念下行之有效的课程思政体系育人育才闭环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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