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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课程思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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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的通知中指出：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
举措；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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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

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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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

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

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2019年3月18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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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
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
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

    “鲜活的思政课素材，正是亿万中国人已经书写和正在书写
的时代篇章。那里，有人民的英雄，有英雄的人民，有‘第二个
百年’新征程上的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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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主渠道，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关键在于教师。

    “课程思政”突出课程教学目标中的“育人”导向，强调“立德树人”
与“协同育人”，鼓励专业课程教师在传授知识同时，融入价值观的引导，
主动挑起“思政担”，将自己的课上出“思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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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传道”是第一位的，教师“既
要精于‘授业’、‘解惑’，更
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
专业课程中的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是统一的，忽视其中任何一个
都会影响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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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课程思政以课堂教学为切入点，把教师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最活跃要素。

u 着力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

u 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

系、 管理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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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课程思政的云南农业大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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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9年，云南农业大学开始

实施“课程思政”以来，已设立100

门“课程思政”专业示范课。2020

年，有3门专业课入选“云南省本科

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重点培育项

目”。

“课程思政”已成为我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



凸显教师课堂语言的思政
“营养”

挖掘教师课堂教学的思政
“特色”

探索教师思政学习机制的
“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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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是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教育理念。

加强德育，是对教育中被忽视的、

缺失的基本内容的呼唤与回归，是

对受教育者因德育的淡化所导致的

营养不良的精神亚健康进行“调

养”。而“调养师”角色的主要承

担者是教师，营养的来源渠道是课

堂语言。

一、凸显教师课堂语言的思政“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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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斯坦恩塔尔（Heymann Steinthal）
提出：“通过个人的心理研究去了解各种集体民族、政治及
社会和宗教团体的‘精神生活的规律’，并建立起语言类型
同民族思维和精神文化（民族心理）类型之间的联系。”

    他的结论是：语言如空气般与我们共存，早已是影响我
们和我们的民族健康成长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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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良好的课堂语言可以让
学生像呼吸清新的空气一样将这
些积极的、充满正能量的理念吸
收在他们思想的细胞中，引导学
生们建构起一种符合新时代建设
者要求的主流价值观，让他们在
心智成长过程中更稳健，更成功
地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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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的建设涉及不同课程和不

同教师，我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

各门课程、各位教师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给予教师充分的教学空间，让教师结合

自己的教学风格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

程教学过程中。

二、挖掘教师课堂教学的思政“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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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理论阐释的教师，可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专业课
程知识之间的契合点，在扩展理论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实现价值引导 。

擅长数据分析的教师，可以通过自身严谨的研究态度、缜密的思
维方式、较强的数据搜集和分析等能力对学生科研精神和学习态度产
生影响 ，使学生在学习如何进行数据分析的同时得到一定的思想政
治教育熏陶。

擅长举例和讲故事的教师，可以在选取案例和故事的过程中多选
择一些既与专业内容相关又有正确价值导向的例子在知识点中进行
“植入”的设计，寻找专业知识内容与思政元素的“植入”点，从而

将思政元素的育人功能与专业知识传授进行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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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读书是一

生的备课，而这个读书不是为了

应付第二天的课，而是出自内心

的求知欲，这样的备课不是死抠

教科书，而是让学科知识成为教

师知识海洋中的一部分。我校基

于“课程思政”教师实际，积极

探索教师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常

态化有效机制。

三、探索教师思政学习机制的“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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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党支部、团支部的作用，在

党、团支部活动中，结合学校农科特

色，积极开展学习“时代楷模”朱有

勇院士等活动。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不

断增强教师“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奉献祖国、奉献人民。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提升师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三、探索教师思政学习机制的“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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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课堂

主渠道的作用，传递好正能量。尤其对

于农科课程，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科

学精神、创新意识、逻辑思维等相互融

合，适时地化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为显性

思想政治教育。

二是倡导对历史的阅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

三、探索教师思政学习机制的“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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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从育人功能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互补性，二

者统一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之中；
u 从内容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很多交叉的领域，在

研究范式、方法论上颇有共通之处；
u 从相互关系看，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阐

释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伦理、价值引导，而自然科学的
严谨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可以拓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深度。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同向同行：积极倡导教师要充分吸取其
他学科在研究范式、知识内容讲授方式等方面的优势，提高教学
水平和效果。

三是打破学科界限，开展良性互动

三、探索教师思政学习机制的“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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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语课程思政的云南农业大学实践



開學養正 耕讀致誠

我校在探索外语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中，紧紧围绕外语专业和大学外语的
教学目标，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思政育人与外语教学融会贯通。

外语课程思政的云南农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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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结合学校农科特色，积极开
展结合农业知识的双语技能
活动，如制作朱有勇院士的
先进事迹双语手抄报、农耕
文化双语手抄报、外语时政
小报等。

u 开展弘扬红色文化外语戏剧
大赛，每年全校有40多支团
队参赛，激发了学生的家国
情怀和学习外语的氛围。

把培养学生“三农”情结和弘扬红色文化精神作为实践课程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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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外语课程思政平台，通过对专业外语和公共外语课程教学大纲

的梳理，把思政内容融入到课程的讲解中。3项获学校课程思政培育

示范立项，其中《外事翻译》课程获省级立项。

把增强学生的强国梦作为课堂教学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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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课程思政示范课《泰语阅

读》，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泰国地

处东盟（或中南半岛）中心的地理

优势等专业知识，教师讲授泰国及

东盟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以

及云南作为通往南亚东南亚门户的

重要意义。结合泰国地理状况尤其

是河流分布情况等，讲授我国积极

参与湄公河航道改造、促进澜湄合

作的重要意义及影响，在拓展学生

专业背景知识的同时，增进学生对

党和国家战略方针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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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大学英语》课程《新一代大学英语》（基

础篇）综合教程 1第七单元“Tech, a blessing 

or a curse?”教学过程中，结合“科技是把双刃

剑”的主题，让学生学会辨证地看待科技的应用。

引入思政点“科技强国”，正确引导学生接受新科

技，掌握科技创新的方法，并以科技强国实例进行

讨论，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结合文中第六段

“为AI建立到道德标准”，引入思政点“国无德不

兴，人无德不立”以此来增强学生的道德观；结合

我校专业特点，鼓励学生“智慧农业”、“智能农

业”的发展意识，达到了教学与思政融合，智慧与

情感交融的育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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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增加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作为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途径

开展中国传统文化双语读书活动，充分发挥《中国文
化概要》等课程的作用，提升学生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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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外语课程思政大讲堂，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实现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
大融合。与学校其他农科学院合作，通过农业方面的科普课程，让教师在外语课堂
教学中为学生树立“三农”情怀。

      

把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作为课程建设的主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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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衷情

毛泽东

            

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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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