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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课程思政的难点、方法与对策

王方　柴建　王燕妮

【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主力军是教师，其参与度关 系 高 校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质 量。基 于２８９名 不 同 年 龄、不 同 学 科 高 校 教

师的问卷调查，结合文献 厘 清 高 校 教 师 课 程 思 政 的 难 点 及 常 用“四 类 引 入 方 法”和“五 类 结 尾 方 法”的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８９．６２％的高校教师已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或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元素，不同学科教师面临的困难和选用的教学方法具有

差异性；悬念导入法和回应式结尾法有助于营造课程思政良好 氛 围，但 采 用 的 教 师 偏 少，分 别 仅 为１４．２９％和３７．０７％。

要完善教师课程思政工作机制、开展差异化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培训和鼓励教师灵活选择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关键词】高校教师　课程思政　问卷调查　教学方法　案例

　　一、引言

课程思政的提出与实施，既是课程观 念 的 转

变，又是教育理念的改变，强调高校所有课程、所

有教师均负有共同育人责任。［１］《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充分肯定了教学队伍“主力军”

身份、课程建 设“主 战 场”地 位 及 课 堂 教 学“主 渠

道”，以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主要集中于 两 方 面。

一是立足 专 业 课 程 探 究 课 程 思 政 实 施 的 具 体 措

施。有的以各类专业如计算机类专业、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等为例，在深刻理解课程思政时代内涵

基础上，寻找各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过程的核心元

素、基本原则、逻辑框架与实施策略。［２，３］有的结合

具体专业如检验路径与临床应用、运营管理、大学

英语等课程，讨论课程思政实施的难点，从实施路

径、教学方法、课堂形式、教学评价等方面开展课

程思政设计。［３－６］二是强调教师“主力军”在课程思

政中能产生的影响，分析教师角色引领课程思政

的主要途径。通过文献调研、定量分析、定性讨论

等方法，分析了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作用、意

识和能力［７－９］；分析影响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的核心要素，提出高校教师提升课程思政能力的

策略和路径。［１０，１１］

现有研究虽着重分析了各类专业课程思政的

建设方法、强调教师角色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但未能对不同学科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中采用

的教学方法、面临的困难和需求等问题进行针对

性讨论。高校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主力军，理清

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难点、方法与需求，对于

构建高质量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鉴

于此，本文以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在考虑学科差

异性的基础上，探究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专业课

教师面临的难点、教学方法偏好和发展需求，以期

为不同学科高校教师更好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提供

参考。

二、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调研，梳理分析现有研究课 程 思 政

的成果，理清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时采用的教

学方法，构建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方法集。在此基

础上，采 用 问 卷 调 查 法，从 教 师 课 程 思 政 面 临 困

境、教学方法选择与教师发展需求等方面进行调

研，多维度分析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工作现状。

最后，通过小组研讨方式提出对策建议。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调研

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时往往采取一定方法以保

证课程顺利进行，基于课程思政主题研究成果，针

对课程引入及结尾回扣思政元素时教师采用的典

型教学方法进行调查。文献梳理发现，高校教师

常用课程思政方法包括“四类引入方法”和“五类

结尾方法”。

１．四类引入方法

悬念导入法指教师通过设计情境或提出问题

的方式，激发学生求知欲，使学生积极投入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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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并主动思考，从而能自然引出所讲内容。以信

用管理学为例，通过引入“曾子杀猪”“狼来了”等

经典故事，以及现代天价大虾、骗贷等事件，引导

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信用内涵，培养学生马克思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通过信用交易过程举例讲

授信用风险加向性及其表现，用现实问题引导学

生辩证分析信用风险的产生原因。［１２］

诱思导入法指采用“设问”方式，让学生讨论

问题，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背后的深意，

从而引出课程内容。在探索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

过程中，教 师 以“中 药 材 在 我 省 脱 贫 攻 坚 中 的 贡

献”引入思政元素，既能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提高

其专业知识分析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关注热点、思

考热点的 习 惯。［１３］在“糖 皮 质 激 素”教 学 课 堂 中，

让学生举 例 说 明 临 床 使 用 糖 皮 质 激 素 引 发 的 事

故，使其切身体会糖皮质激素错误使用带来的影

响，提高其对于临床正确使用糖皮质激素的重视

程度。［１４］

类比导入法指教师讲授新课往往和学生过往

所学知识相关联，将学习过的内容与新课连接起

来，通过类 比 方 式，进 行 知 识 迁 移，引 出 新 内 容。

以自动化专业运筹学课程教学为例，讲解数学模

型最优解求解过程时，将其类比为爬山登顶过程，

爬山时人的位置逐渐上升、直到山顶，找最优解过

程也是逐渐实现目标值增大、找到最优值的过程，

通过生活认知规律解释科学问题，诠释了科学源

于生活的道理。［１５］

实例导入法即选取贴合学生实践生活的素材

作引例，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连接，让学生体会理

论知识的学习对现实生活具有的实际价值，让学

生了解所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从而培养其科学素养与理论水平。如材料科

学基础课程以《大国重器》为实例，通过案例资料

介绍，让学生了解材料化工领域大国工匠事迹，为

学生学习树立榜样，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严谨认真

的学习态度。［１６］

２．五类结尾方法

回应式结尾指与课程导入阶段提出的教学目

标相呼应。以勾股定理教学过程为例，教师开始

时通过 三 组 不 同 的 数 引 出“勾２＋股２＝弦２”的 问

题，在结尾部分向学生讲述数学家对勾股定理的

研究，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为数学家的发现骄傲，

极大丰富学生的数学史，促进学生对勾股定理的

理解与掌握。［１７］

迁移性结尾指为加深学生对知识的 理 解，给

学生提供课程内容相关的训练题目，让学生在多

次训练中巩固新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以大

学英语课程为例，每个单元学习结束课后巩固时，

引导学生翻译本单元内容相对应中国文化至理名

言，通过翻译过程思考其反映的思政元素。［１８］

推测式结尾即课程结尾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推

测性想象，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以林产化工工艺

学课程为例，青蒿素溶剂提取教学过程中，通过多

途径联想方法融入课程思政，如引发学生思考提

取过程面临的环保和安全问题为结尾进行思政内

容融入。［１９］无 机 化 学 课 程 中，元 素 性 质 周 期 性 变

化规律章节，教师带领学生学习原子半径、电离能

变化规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出电子

亲和能、电负性的变化规律，通过启发式教学，培

养学生独立自主思考能力。［２０］

延伸式结尾指在课程内容基础上，适当延伸，

鼓励学生在本课学习基础上，将学习内容拓展到

课外。教师可通过线上平台发布教学内容相关讯

息，为学生提供行业信息或者最新研究进展了解

渠道，激发 学 生 为 国 奉 献 的 主 人 翁 意 识。［２１］授 课

教师也可向学生推荐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同时通

过网上平台开展线上教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体会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力量。［２２］

悬念式结尾指教师在课程结束时设 立 悬 念，

为学生留下想象空间，激发学生继续学习新内容

的兴趣，起到扣人心弦的功效。悬念式结尾与悬

念式引入在课程具体操作中无本质区别，均是设

计紧扣学生心弦的情境或问题，激发学生强烈求

知欲，以此为课程开展作铺垫。

（二）问卷统计

通过问卷星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收 集 数 据，

共回收问卷２９４份，有效问卷２８９份。问 卷 源 于

２０个省市高校教师，有效问卷数占比前五的省市

有 陕 西 省 ４１．５２％、山 东 省 ７．６１％、河 南 省

６．９２％、江苏省５．１９％、北京市４．１５％。从 性 别

看，男教师５４．２８％、女 教 师４５．７２％。从 任 教 时

间看，从教时间１～３年 的 教 师２３．４２％，４～６年

的教师２３．７９％，７～１５年的教师２４．１６％，１６年以

上的教师２８．６２％。从学科领域看，人文与社会科

学类 学 科 教 师４６．８４％，自 然 科 学 类 学 科 教 师

２７．５１％，工程与技术科学类学科教师２５．６５％。

１．教学方法、课 时、思 政 元 素 是 高 校 教 师 开

展课程思政的难点

调查对象中，已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或 专 业 课

中融入思政 元 素 的 高 校 教 师 占 比８９．６２％，课 程

思政工作执 行 力 度 较 强，但 仍 有 近１０．００％的 教

师表示并未开展过课程思政相关工作。未开展过

相关工作高校教师中，５０．００％的教师表示“不知

道如何开展‘课程思政’”，４６．６７％的教师表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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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课时 不 够，没 时 间 做”，４０．００％的 教 师 表 示

“缺乏思政元素案例库，没依据做”，认为“学校激

励机制 不 健 全，没 动 力 做”的 教 师１３．３３％。可

见，未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师主要面临缺少相关教

学方法、依据及课时不足问题。其中，“学校激励

机制不健全，没动力做”这一项不同学科教师存在

较大差异，理工科类（包括自然科学类、工程与技

术科学类、医药科学类和农药科学类）教师受该项

原因影响的占１０．００％，人文社科类占３．３３％（见

图１）。

图１　不同学科教师未开展课程思政的原因

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或专业课融入思政元素的

高校教师实施 中 面 临 的 问 题 见 图２，受 调 查 教 师

表示“不太能够把握德育教育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的占５４．４４％，表现出教师对课程思政认知不足，

同时缺乏科学的技术指导。有相当高比重的专业

课程教师表示“说教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时间或者

没有动力做”。从不同学科领域分析，人文与社会

科学类与 理 工 科 类 教 师 面 临 的 主 要 难 点 并 不 相

同。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教师认为“说教不能解决

问题”是其参与课程思政面临的主要难点，存在该

问题的教师 占 该 领 域 教 师 人 数 的４０．７１％，理 工

科类教师面临的主要难点是“不太能够把握德育

教育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存在该问题的教师占该

领域教师人数的７７．４０％。

图２　不同学科领域教师参与课程思政面临的难点

学生课堂反应上，表示气氛活跃、学生认真的

占比高达５１．３５％，一 半 以 上 的 教 师 进 行 课 程 思

政时课堂气 氛 较 好，但 有１０．０４％的 教 师 表 示 出

现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表示课堂气氛活跃、学

生认真的教师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教师占比为

４４．３６％，理工 科 类 占５５．６４％。可 见，理 工 科 类

与人文社科类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时，理工科类课

堂氛围更好（见图３）。

图３　不同课堂效果教师的学科领域分布

教学方法上，６８．３４％的教师能结合本专业知

识自 然 融 入 思 政 内 容，达 到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效 果。

可见，大部分教师已找到较好的方法开展课程思

政工 作，但“一 带 而 过，无 法 深 入 展 开”的 仍 有

１４．６７％，甚至“没有任何头绪，不知如何开 展”的

教师仍有１．９３％。表 示“能 够 润 物 细 无 声，结 合

专业知识点自然融入”的教师中，人文与社会科学

类教师占４７．４６％，理工科类占５２．５４％。相对而

言，理工科类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时具有一定

优势（见图４）。

图４　不同课程思政教学现状教师的学科领域分布

２．悬念导入 法 和 回 应 式 结 尾 法 有 助 于 高 校

教师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提升

在“四类引入方法”中，高校教师在课堂引入

思政元素 时 采 用 各 种 方 法 所 占 比 重 存 在 明 显 差

异。其中，采 用 实 例 导 入 法 的 教 师 居 多、占 比

６９．１１％，采 用 悬 念 导 入 法 的 教 师 最 少、仅１４．

２９％。从不同学科领域分析，人文与社会 科 学 类

教师与理工科类教师对于引入思政元素的方法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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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致，双方使用最多的均为实例导入法，采取最

少的均为悬念导入法（见图５）。

图５　不同学科领域引入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情况

　　就不同引入方法课堂效果看，采用悬念导入

法的３７位 教 师 中，表 示 课 堂 气 氛 活 跃 的 教 师 占

５４．０５％，表示课堂气氛较差（包括积极性低、参与

度低、学生有一定抵触情绪、老师和同学各顾自己

的事，互不理会及请假、逃课、旷课情况严重）的教

师仅１３．５１％。采用类比导入法的９５位教师中，

仅３６．８４％的教 师 表 示 课 堂 气 氛 活 跃；采 用 诱 思

导入 法 的８８位 教 师 中，表 示 课 堂 气 氛 较 差 的 占

２０．４５％（见图６）。

悬念导入法最利于活跃课堂氛围，其 次 是 实

例导入法。实际教学中，采用悬念导入法的教师

数 量 较 少。一 方 面，高 校 应 加 强 教 师 课 程 思 政 能

图６　引入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及不同课堂气氛占比

力培养，使教师具备灵活选择教学方法的能力；另

一方面，教师应适时修改教学方案，采用更利于课

堂氛围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更好的思政元素融

入效果。

在“五类结尾方法”中，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

结尾时采用各种方法所占比重同样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采用延伸式结尾的教师居多、占５６．３７％；采

用推 测 式 结 尾 的 教 师 最 少、仅１５．０６％。从 不 同

学科领域分析，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教师与理工科

类教师对课程思政结尾采用的方法有所区别，双

方使用最多的均为延伸式结尾，人文与社会科学

类教师采取推测式结尾的占比最少，理工科类教

师采取悬念式结尾的占比最少（见图７）。

图７　不同学科领域课程思政结尾教学方法情况

　　就不同结尾方法课堂效果看（见图８），采 用

回应式结尾的９６位教师中，表示课堂气氛活跃的

占５３．１３％，表 示 课 堂 气 氛 较 差（包 括 积 极 性 低、

图８　课程思政结尾的教学方法及不同课堂气氛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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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低、学生有一定抵触情绪、老师和同学各顾

自己的事、互不理会及请假、逃课、旷课情况严重）

的教师占１７．７１％。

采用迁移式结尾的５５位教师中，仅３４．５５％
的教师表示课堂气氛活跃；采用推测式结尾的３９
位教 师 中，表 示 课 堂 气 氛 较 差 的 占２０．５１％。采

用回应式结尾对活跃课堂氛围较为有利，实际教

学中教师可在课程结尾尝试采用该方法。

３．高校教师 开 展 课 程 思 政 的 需 求 具 有 多 样

性

调查显示，６４．６１％的高校教师表示希望获得

教学 方 式、方 法 和 手 段 的 学 习 和 研 讨 方 面 支 持。

此外，各有３０％左右的教师希望获得课程思政相

关培训、经费支持或专家指导培训。教师最关注

的问题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目前最需解决的是

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才能将思政元素合理融入日常

教学。教师对今后开展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及课

堂组织形式均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具体内容上，

教师更偏 好 多 点 时 事 热 点，４１．９８％的 教 师 选 择

“多点时事热点”。课堂组织形式上，教师更偏好

增加案例故 事（占７２．０２％），同 时 希 望 增 强 师 生

互动（占４３．６２％）。以 时 事 为 案 例、师 生 之 间 进

行沟通讨论，是高校教师最喜闻乐见的形式。

四、结论与建议

立德树人，坚持德育为先、以人为本是高等教

育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是重要举措。研究发现：

① 当前高校教 师 课 程 思 政 面 临 的 主 要 问 题 是 教

学方法、课时、思政元素不足，缺乏科学的技术指

导；② 不同学科教师选用教学方法具有差异性，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教师采取推测式结尾的占比最

少、理 工 科 类 教 师 采 取 悬 念 式 结 尾 的 占 比 最 少。

不同教学方法的课堂效果不同，采用悬念导入法、

回应式结尾最利于活跃课堂气氛；③ 高校教师课

程思政的主要需求在于获得教学方式、方法和手

段学习和研讨方面的支持。

（一）完善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工作机制

高校要重 视 教 师 群 体 课 程 思 政 的 宣 传 与 实

施，调动多部门参与课程思政工作。积极组织院

校级比赛，开展跨学科会议进行课程思政学习，加

强教师课程思政认知教育，使教师了解开展课程

思政的意义，重视课程思政。应加大对教师实施

课程思政的监管力度，制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和

规范，促使高校教师结合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制定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内容传

授、教学方法和教学平台选择、教学成果量化和教

学评价比重设计等各环节推进课程思政开展。将

课程思政执行情况纳入教师管理体系，将其作为

教师考核重要标准，纳入岗位聘用和评优奖励等

条件。

（二）开展 差 异 化 教 师 课 程 思 政 能 力 提 升 培

训

高校教师是开展课程思政工作的“主力军”，

了解教师需求尤为重要。要针对不同学科领域教

师面临的具体问题，按学科聚类、课程聚类、知识

点聚类的思路，开展针对性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

升培训工作，针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教师注重悬

念导入法和回应式结尾教学方法培训、对理工科

类教师注重悬念导入法和悬念式结尾教学方法培

训。要依托网络资源，持续输出高质量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和优秀教案，为不同学科类教师提供学

习参考。

（三）鼓励教师灵活选择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要结合课程 学 科 特

点灵活选用教学方法，避免生搬硬套、模式僵化和

“视线狭窄”等问题。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要充

分了解学生需求，立足课程学科特点，采用学生最

偏好的 形 式。如 采 用 悬 念 导 入 法 和 回 应 式 结 尾

时，学生课堂反应相对较好。开展课程思政工作

时，教师可多采用悬念导入＋回应式结尾方式教

学，以便更好融入“思政元素”，提高学生上课积极

性。此外，通过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保证课

程思政教学效果。面对时间不足等硬性问题，教

师可灵活采用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通过线上

开展第二课堂解决线下课堂未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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