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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通识教育课程开展大学生课程思政建设，可以有效实现通识教育中学生人格塑造这一核心目标，是

探索通识教育课程发展的新思维和新路径。本文结合笔者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就如何发掘和提炼通识

教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与通识课程中的专业知识点有机融合，如何利用教学中的翻转课堂等教

学手段深化思政课堂的建设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通识教育体系的建设以及思政

课堂建设提供新的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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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core goal of shaping the personality of students to explore 
new thinking and a new pa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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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offered by the author, this paper analyzed how to explore and 
refin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organically in-
tegrate them with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t was imperative 
how to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by us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to provide a new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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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思想政治教育，日渐成为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

点关注内容。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在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1]。因此如何完善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 
通识教育课程在培养学生科学技术的同时强调学生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给学生的思政教育带来了

新的着力点。笔者基于自己主讲的《解密神奇的材料科学》通识教育课程，就如何发掘和提炼通识教育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与通识课程中的专业知识点有机融合，如何利用教学中的翻转课堂等教学手

段深化思政课堂的建设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的思政课堂建设提供新的实践参考。 

2. 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生课程思政的协同发展 

通识教育的核心目的完善学生高品质社会人格的塑造[2]，在通识教育课程中融合思政元素，不仅可

以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达成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核心目的，更重要的，还可以有效解决“培养什

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3]这一更深层次的高校教育核心任务。通过通识教育与思政

元素的相互交融，不仅可以提升通识教育课程的思想高度和情感深度，同时还可以赋予思政元素获得更

丰富的教学内涵，提高思政元素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感染力、影响力和引领力。 
另一方面，通识教育课程更侧重于帮助学生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扩展知识面的同时，培养学生基于

严谨的逻辑辨析、正确的价值判断来独立、自发地获取知识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还能够贯穿其终身[4]；
同时，相对高校开设的博、大、精、深、以培养专业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专业课程而言，通识教育课

程在知识结构上表现出更多的趣味性和多元性，这也给在通识教育课程中穿插思政元素带来了契机。 

3. 基于通识教育课程开展学生课程思政的核心要领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合通识教育的每个课堂教学环节，以实现通识课程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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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现人才培养中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精神塑造“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是基于通识教育课程

开展学生思政教育的意义所在。 
一、发掘和提炼通识教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是前提条件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用填鸭说教式的思想政治课来代替通识课程中的部份内容，而是要求教师深入

联系通识课程中的专业知识点，发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巧妙地与通识教育的专业知识点相结

合中，通过两者的情景交融、相互补充，以达成润物无声、善尽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5]，因此，充

分地发掘、细致地提炼包含在通识教育课程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元素成为重要的前提。 
在发掘思政元素时，要求教师能积极围绕学生的思想困惑点和情感需求点，多渠道、多方式收集学

生精神层面的需求反馈。思政元素内容不仅要依托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专业知识体系，还要结合学生未来

所从事工作的职业素养，更重要的是要融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思想；同时思政元素要

尽量短、良、精，要有代表性和启发引导作用，避免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喧宾夺主。 
二、将思政元素与通识课程内容有机融合是关键步骤 
将结合通识课程知识点深入发掘出来的思政元素，通过深层次的加工和升华，与通识课程教学内容

进行同步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开展通识教育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关键步骤[6]。 
基于通识教育课程开展学生思政教育，其目的仍然是基于课程思政引领解决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专业

教育之间的矛盾，其核心仍然是实现通识教育基于健全人格塑造为首要目标的全人教育。在通识课程中

融入思政元素，不是利用思政元素来直接替代通识课程专业知识点，更不是粗暴地将通识课程上成政治

课程，而是要求任课教师将爱国情怀、科学家精神等思政元素融进学生们的灵魂深处，将提炼的思政元

素之“魂”贯通至通识课程的专业教育之“体”中，两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以升华通识课程的思想

高度。 
三、在通识课程内容中引发学生思政情景共鸣是最终目的 
教育真谛是引起学生共鸣[7]。只有让学生产生了深度的情景共鸣，才能激发学生深层次的学习动力，

在变被动接受老师讲授的思政元素为主动自发探索思政体系的同时，能通过发挥通识教育课程培养的自

主学习的能力，去重现通识教育中思政元素的生成过程，并能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举一反三，从实现学

生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四位一体”的和谐统一[8]，也为学生养成终身持续学习

的习惯打下良好基础。 

4. 基于通识教育课程的大学生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解密神奇的材料科学》通识教育课程是一门以强调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为主旨的材料学科类通识

教育课程，其教学内容涵盖前沿知识讲授、典型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案例分享、现代分析测试方法(双语)
讲授、翻转课堂学生小组 PPT 讨论 4 个部份。 

开设该课程的核心教学理念是基于材料科学前沿知识开展学生高品质社会人格的塑造。在教学内容

方面，笔者通过在材料科学相关知识点中，穿插分享材料科学领域典型科学家的先进事迹，将前沿专业

知识的教授与学生思政教育相融汇，以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精神，在引导

学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同时，能主动了解国家的重大

科研发展战略，最终实现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相结合这一人本教育的高度。 
以第二篇“解密神奇的生物材料：生物材料的发展及我国典型科学家案例”的教学内容为例说明。

在本篇教学中，先结合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实例，给学生讲授与生物材料相的源远流长的仿生技术学、仿

生学的分支应用、荷叶仿生技术的发展及学科前沿动态，进而引入到我国科学家(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

书宏院士团队、吉林大学任露泉院士团队、湖北大学郭志光教授团队等)在仿生材料及应用技术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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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如图1所示)；在讲述冷冻电镜的分析测试时，引入了在抗击COVID-19疫情期间，

李兰娟院士课题利用冷冻电镜在国际上首次解析了真实新型冠状病毒全病毒三维精细结构这一科研壮举，

不仅更详尽地阐述了冷冻电镜的分析测试原理及应用范围，也生动诠释了我国科学家艰苦奋斗、持之以

恒、科技报国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通过这种交融性的引导，在增强学生的专业认知度、增加对我国近年来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的世界

瞩目研究成果的同时，将我国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爱国奋斗、一心报国为民的科学家精神、

工匠精神进行更为细致的诠释，做到以优秀科学家精神激励学生做事、以高尚的价值观导向引导学生做

人。 
 

  
Figure 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PPT files of teachers’ courses 
图 1. 教师授课 PPT 中的思政内容 
 

为实现通识课程的思政元素引起学生情感情景共鸣，在《解密神奇的材料科学》教学环节中还引入

了“翻转课堂学生小组 PPT 讨论”这一教环节。在此教学环节中，需要学生自主提出一些学术、社会热

点问题、并利用课后时间，独立查阅文献，通过 3~4 人一组的组队方式撰写学生小组 PPT，最后进行随

堂翻转课堂式的学生汇报。通过翻转课堂式的学生小组 PPT 汇报，引导学生多种学科知识的横断结合与

重组，深化学生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加强学生团队合作相互交流的科研品质，将学生的思

政教育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Figure 2.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PPT files of students’ flipped classroom 
图 2. 学生翻转课堂 PPT 小组汇报中的思政内容 
 

例如学生在进行《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前景》翻转课堂小组 PPT 汇报时，学生通过自主搜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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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我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成绩(如图 2 所示)，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我国从制造大国、励精图治迈向制

造强国的艰辛历程，更透彻地了解了《中国制造 2025》制定出台的背景、“三步走”发展战略和未来科

技的重点发展领域，对培养学生的科技观、强化其科技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树立高尚的科技伦

理观、致力于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这种“科学家精神”有更亲近的理解。 

5. 结语 

相对于培养学生某一领域专业技能的专业课程而言，通识课程更多地是帮助学生建立一套完整的知

识体系和框架结构，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好地认识世界。基于通识教育课程开展大

学生的课程思政，其目的是借助通识教育体系中深挖、融合的思政元素，发挥其精神引领功能，构筑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帮助大学生在基于通识教育课程拓展专业知识、完

善专业认知、铸就专业素养的同时，培育其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铸就独特的精神气质，以弘

扬中国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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