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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高校课程思政全覆盖的建设背景，从提升任课教师能力素养视觉，提出保障课程思政建设的三

项措施。探索实践课程思政建设成效，以课程思政精品示范课、示范专业建设为抓手，选树课程思政教

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形成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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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of full coverag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construc-
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eachers’ 
ability and literacy.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courses,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demonstration courses and demonstration majo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select famous teachers and teaching team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urses, and form a pattern of education that closely inte-
grates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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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1] [2]。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教高[2020] 3 号)精神，全面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强化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与成效，建立健全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全面育人格局[2] [3] [4] [5]，具有现实意

义。 

2. 提升教师能力素养，保障课程思政建设 

2.1.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建引领 

高度重视对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整体部署、组织、督导工作。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工作

小组，形成学院党总支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系(部)具体落实、教师自我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实施党总支委员联系党支部制度，同时加强支部书记的党建工作培训，建强教师党支部，使教师党

支部成为涵养师德师风的重要平台，扎实推进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活动[6] [7]。 
根据《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完善学习机制，强化师德

教育。利用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职工理论学习等方式持续开展系统化、常态化政治理论学习，引导广大

教师树立立德树人、贡献学校学院事业高质量内涵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2. 强化课堂德育，提升师德素养 

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引导教师守好讲台主阵地，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融入渗透到教育

教学全过程，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人格育人格。突出典型引领师德建设，扎实推进课程思政，100%
的课程达到课程思政规范化建设要求。深入推进专业课程思政示范课专业的建设，推进精品课程思政示

范课建设。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握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增强育人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 

2.3. 加强新教师培训，助力成长成熟 

强化高端和海外人才、领军人才、外籍人才、学科领军人才的引进。严格思想政治和师德考察。加

强对新入职教师和青年教师的指导，引导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的投入，在育人实践中锤炼高尚道德情操，

同时建立新教师导师制，并建立新教师助课制，由经验丰富的教师传帮带新教师快速成长，建立青年教

师听课制度，定期开展青年教师教学交流研讨活动。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推荐优秀选手参加校内外

各类教学比赛。 
开展教学观摩课活动和教学主题沙龙活动，邀请教育教学成效显著的优秀教师开展研讨和交流，为

学院教师搭建一个自我展示与学习交流的平台，同时践行卓越教学的价值追求，推动了教师教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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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教学培训，定期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来学院讲学，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等相关教学培训。 

3. 多措并举，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成效 

3.1. 建设精品示范课程 

“课程思政精品示范课”顾名思义就是对现行教学的课程思政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课程负责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系列活动，每次活动主题鲜明、任务明确，能起到引领全体

教师向“理想课堂”发展的作用。具体实施要求包含如下内容。 
首先精品示范课程要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合理，准确把握“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主线，紧密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注重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

能力培养相统一，结合所在学科专业、所属课程类型的育人要求和特点，科学设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

设目标，深入挖掘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融合。 
其次，要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创新。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大纲、教案、教学设计、课件和教

学过程、考核方式和评价办法，教学内容体现思想性、前沿性与时代性，教学方法体现先进性、互动性

与针对性，育人效果显著，学生满意度高。 
第三，重视课程思政经验总结和推广。及时总结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形成课程思政典型案例，积极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形成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做法等。 
第四，课程授课教师政治立场坚定，师德师风良好。课程负责人积极参加课程思政学习培训，能够

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和重点。课程教学团队人员任务分工明确，集体教研制度完善且有效实施。 

3.2. 选树教学名师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的选树旨在表彰更在引领，使广大教师学有榜样、做有示范。既具有较高的课程

思政建设造诣，又能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注重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的选树条件包含如下内容。政治立场坚定，师德高尚，有较强的课程思政育人意

识，且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五年以上，学生满意度高，教学工作量饱满，且教学质量考核优良

的教师，积极主动参与课程思政示范专业、示范课程或精品示范课程建设，以德施教、以德立学。 
深入开展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坚持把育人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寓价值观引领于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能够较好地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课程思政育人成效显

著。 

3.3. 建设示范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是高教基层教学组织的一种类型，是几个教师就某个特定施教目标组成团队或合作进行协

同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有机协调、互为补充、共同提高、共同完善。 
注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有利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人员需任务分工明确，积极发挥“领头羊”示范引领作用，团队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团队全员近三年师

德师风和教学质量考核良好以上，形成可供同类教学团队共享的经验做法等。 
教学团队负责人具有良好的师德水准和思想政治素质，治学严谨，能长期致力于本团队的课程思政

建设，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较好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并取得一定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成果，或

者获得课程思政相关教学奖励。 
教学团队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计划，集体教研制度完善且有效实施，经常性开展课程思政建

设教学研究和交流，推进开发教学资源，规范教学管理，在课程思政建设和改革方面整体水平高，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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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完整的课程思政教学典型案例，对同类教学团队建设具有示范性。 

3.4. 服务人才培养 

多项举措保障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根本遵循是立德树人，以深化教学改革为动力，服务本科人才培

养。 
以江苏海洋大学海洋工程学院为例，课程思政建设秉持一以贯之，构建“一条主线、两个结合、三

大平台、四项举措”教学体系。坚持以培养具有海洋意识、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贯

穿主线。教学过程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教学方式与创新实践相结合。构建素质教育平台、社会实践平台、

创新创业平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多样、推进线上线下混和、融入课程思政等四项建设举措。规

范教学，始终以抓好课程建设为重点，增强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4. 结论 

做好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从提升教师能力素养角度，提出保障课程思政建设的强化党建引

领、强化课堂德育、加强新教师培训三种措施。 
以成果为导向，强化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注重规划，完善体系，加强应用，多措并举，强化能力

培养，保证教学质量。始终以强化教学为基本，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

专业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合理设计课程思政内容，在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完成课程

思政全覆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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