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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应

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程可充分挖掘教学材料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科学伦理等的

思政元素，通过参与式和体验式教学方法建构教学共同体，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增强对“课程思政”的直

观感受、专业自信和思想认同，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实现课程思政的隐性课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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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can affect the students’ ideology and behavior imperceptibly. In 
the teaching of basic courses of applied psychology, teachers should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eaching materials, such as firm ideal and faith, strengthening patriotism, cul-
tivating scientific ethics, etc. A teaching communi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use of participatory and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s. New media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adopted to enhance the intuitive feeling, professional confidence and ideological 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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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the courses, the teacher can select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to realize the hidden curriculum function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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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

各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1]。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在课程建设

目标和改革任务上具有一致性，通过协同育人整合思政教育资源，使思政课的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亲

和力和实效性；使专业课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方法更加灵活，课堂氛围更加和谐，打破思政教育

的“孤岛化”状态，形成教育共同体，最大限度地发挥立德树人的功能。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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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纲要》同时要求“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课堂教学全过程主要包括教学准备、

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三个环节，课程思政教学要紧扣每一环节的侧重点、立足点采取相应教学策略[3]。
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程对于坚定专业信念、培养学生专业思维有着重要价值，挖掘应用心理学专业基

础课课程思政元素、探讨融入课程元素的方法和手段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元素 

根据自然科学课程和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不同特性，分别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专

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和前提[4]。《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理学类专业课程，要

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应用心理学专业系列基础课中蕴含大量以下思政元素。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的元素。《心理学史》课程包含中外心理学家成长史材料，可提炼为专业建设

和人生理想不断奋斗的故事，以启发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增强学生们投身专业研究的使命感。如西

方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中国女心理学家张厚粲等的励志故事。 
第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元素。《心理学史》课程中可以帮助学生追寻中国心理学家成长历程，

提炼报效祖国，浩然正气的史料，增强学生们投身专业研究的使命感，鼓励学生把爱国精神转化成为国

奉献的实践行动。相关元素如中国近代思想家王国维、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陈大齐学成归国的故事等。 
第三，培养科学伦理的元素。可在《普通心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中提炼心理学发展

历史中的沉痛教训材料，阐释心理学研究伦理的内涵，以史为鉴，帮助学生理解遵循科学伦理的重要意

义，培养学生高尚道德品质和道德责任感，比如行为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华生和英国著名心理学家西

里尔·伯特的科学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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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堂是课程思政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有质量，课程思政才可能有效果；教学过程精彩有意义，课程

方能显示其价值意涵[5]。因此，在凸显课程思政的“隐性”教育的特点时，应该注重开拓创新，在形散

神聚中增强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6]。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可以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突

出课程实践中学生的主体地位，运用参与式和体验式教学方法建构教学共同体，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以《心理学史》课程为例，可通过 3 个“1”环节，即 1 个故事、1 句话、1 篇成长记，让“大师说

话”激励成长，让“同伴发声”陪伴成长，让“自我反思”规划成长。充分发挥榜样、同伴、自我三种

力量的作用，促进学生科学的价值观念的形成。1 个故事，即“Ta 眼中的心理学大咖”，让学生在小组

合作学习的基础上，选择 1 位最感兴趣的中外心理学家，选取最能打动自己的 1 个故事或 1 个贡献跟其

他同学分享。其他学生在“赞”环节表达对表述观点的认可，在“叮”环节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观点。1
句话，即“一句话说心理学大咖”，让学生用 1 句话说一说自己是如何理解心理学发展史中重要学派创

始人的成长与个人成就的，任课教师通过词语云软件，绘制词频图，帮助学生树立专业自豪感，增强专

业使命感。1 篇成长记，即“心理学大咖伴我成长”，学生完成如下成长记“请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

谈谈印象最深的心理学家的思想是如何帮你认识自己的？通过如上教学设计，探索了专业课中德育因素

和德育内容的融入，推动了学生思政教育由“内化”向“外化”、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极大地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隐性”教育的优势，助力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4. 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教学手段 

要破解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层皮”的困境，使两者“无缝衔接”，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接

受思想教育，就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手段。通过智慧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方法，利用新媒体新技术，

通过录制视频、制作三维动画、设计模型等方式，增强对“课程思政”的直观感受、专业自信和思想认

同[7]。 
在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可借助多种教学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活

动。以《心理学史》课程教学为例，可以借助超星学习通移动平台实现多种教学活动。(1) 推送课程资料。

推送心理学大咖成长史资料和趣闻轶事、当代中国心理学最近研究成果、心理学前沿研究等相关资源供

学生自主学习，拓宽学生心理学视野；(2) 设置章节测验.设置课前章节测试，了解学生对前一章节知识

的掌握程度，关注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验，为课堂反馈和强化学习提供数据支持；(3) 布置在线任务。配

合线下布置的作业，补充在线项目任务，通过课上和课下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对知识理解和掌握；(4) 开
展师生讨论。开展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的师生讨论，加强师生的互动与沟通，解答学生遇到困惑的知

识点；(5) 组织课堂调查。组织三阶段匿名问卷调查(开课前、授课中、结课后)，了解学生对课程的期待、

对课程的意见建议以及教学满意度。 

5. 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课程思政评估方式 

目前关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估对象包括专家和学生。专家对课程大纲修订、课程考核目标调整、

教学方法改革等内容进行分析与评价[8]。而由学生完成的评估主要采用半开放式访谈考察教师在工作态

度、教学素养、价值观渗透方面的表现[9]。专家和学生的评估均有合理的部分也还存在不足，需要将两

者结合起来。另外，目前的评估方式多基于定性的研究，较难对教学效果进行量的比较。 
在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教学中，可以借助学习通第三方平台，通过学生自评、教师评价等定性分

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建构具有稳定性的评价体系，检验课程思政建设的效果。(1) 学生自评。根

据课程思政建设内容，编制《课程思政建设效果评价表》，评价表主要包含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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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的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等方面。课程教学开始之前，组织学生完成课前的前测，

课程结束时进行后测，通过统计学方法定量分析学生学习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前后在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等方面的积极改变，以此检测课程建设的效果。(2) 教
师评价。根据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围绕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课课程教学材料编制 1 套案例分析试题库，

作为应用心理学专业基础类课程结业考试主观题的一部分，以考促学，以考促建，定性分析和检测课程

建设的效果。 
课程思政是一个兼具深厚历史底蕴、坚实理论基础和科学实践范式的“整体”[10]。站位于课程思政

操作实施层面的探索，探讨了如何在教学过程、教材、资源等方面融入课程思政的理念。然而，还存在

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标准缺失、思政思政效果评价体系缺位、教师课程思政胜任力和发展评价不足等方

面的不足，应用心理学专业课课程思政体系化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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