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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课程思政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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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文理艺术学院，福建福州　350122）

摘 要：对 21 世纪近 20 年来发表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4 家核心期刊上的文章进行收集，对中

国高等教育课程思政研究现状开展梳理与分析，发现课程思政内涵与实践路径等研究相对集中，各专业

领域的课程实践案例呈现点状分布，同时也存在课程思政缺乏系统化实践、育人环节不均衡等问题。针

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加强课程体系思政融合设计、凝聚育人角色组建精品团队等建设性意见，为我国新

阶段课程思政建设献言献策，希望能为提升课程思政水平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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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强调了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 。2017

年 12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通知中提出，

要大力推动“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

革的要求 [2]。至此，“课程思政”的概念逐步

推广，各高校相继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把握三

全育人中的重要环节，在全国掀起了挖掘各类

课程思政元素的热潮。2020 年 6 月，教育部

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通知，

提出 “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

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3]，

从目标、内容、教学体系、保障机制等方面为

全国高校制定了明确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向性指

导，对各类专业的课程思政具有重要意义。笔

者对 21 世纪近 20 年来国内“课程思政”相关

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目的是为了总

结当前阶段各高校的建设成果与经验，发现目

前课程思政建设的薄弱环节，并探讨相应的解

决对策与研究趋势，助力推进未来新阶段课

程思政建设发展。

一、课程思政研究论文的收集
通俗而言，课程思政是指在除思想政治理

论课以外的各类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与

思政课程达到协同效应，从而构建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大格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环节。

为了解我国课程思政研究现状，笔者通

过中国知网，以“课程思政”为主题对国内

高等教育研究的 4 家核心期刊——《中国大

学教学》《思想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

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从 2000 年至 2020

年 6 月发表的论文进行检索，共收集近 20 年

间发表的课程思政研究论文 109 篇（见表 1），

之后对这些文章进行了梳理、分类、归纳与

研究。根据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2），《中国

高等教育》发表的课程思政研究论文最多，

共计 42 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发表 28 篇，

《中国大学教学》发表 23 篇，《思想教育研

究》发表 16 篇。从发表年份上看，在 2006

年之前未收集到课程思政相关文章，2006 年

至 2016 年期间的相关论文零星出现，但是数

量极少，10 年发表总数仅 17 篇，占统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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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思政研究主题归类（2000—2020 年 6 月）

刊物名称
思政课

程建设

各专业

课程思

政实践

课程思政

内涵与实

践路径

同向同

行协同

育人

教学设

计与互

动

研究

述评

教师队

伍建设

立德树

人与三

全育人

课程思

政的思

政元素

教学管

理研究
总计

中国高等
教育

20 4 9 2 3 0 1 3 0 0 42

中国大学
教学

0 14 3 1 2 0 1 1 0 1 23

思想教育
研究

9 0 1 2 1 1 0 0 2 0 16

思想理论
教育导刊

16 1 4 1 0 4 2 0 0 0 28

合计 45 19 17 6 6 5 4 4 2 1 109

占比（%） 41.28 17.43 15.59 5.50 5.50 4.59 3.67 3.67 1.83 0.92 100

的 15.59%。从 2017 年开始，课程思政研究论

文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或与官方发布关

于教育的重要文件中对“课程思政”的含义、

实施主题与要求等逐步明晰有关。从 2017 年

起，越来越多的高校教育工作者开始聚焦“课

程思政”，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开展研究。

笔者将对这些研究的现状展开分析，并作出

总结与进一步的探索。

表 1　课程思政研究发表篇数（2000—2020 年 6 月）

发表
年份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篇数 0 1 0 1 0 1 2 1 1 3 4 3 15 20 42 15

二、课程思政研究现状综述
（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主体研究

仍占主导

通过对收集到的 109 篇文章进行分类与

归纳，笔者发现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中

心的研究仍占大多数，有 45 篇，占总数的

41.28%，这部分文章涵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育

人路径研究、课程体系创新、网络教学模式探

索、教学改革建设等内容。

在协同育人的理念下，了解思政类课程的

发展动态，对把握“大思政”方向，促进课程

思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骆郁廷，秦玉娟回顾

了新中国70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果，

分四个阶段总结宝贵经验，其中提到 2017 年

的高校思政课建设量年，强调了把“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紧密结合起来 [4]。高德毅，宗

爱东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及专业课

3 类课程的角度，站在战略高度探讨构建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5]。成永军强调需要做好顶

层设计，在“大思政”工作格局下创新高校思

想政治协同教育机制 [6]。

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并非文章研究的主

要内容，但是梳理清楚此模块文章对理解思想

政治教育从以思政课程为主体到思政理论课与

其他课程协同推进育人的转变具有客观意义，

尤其须把握重要的时间节点，理解课程建设的

趋势与方向，打破课程性质的限制，从另一个

角度了解不同课程的分工与角色作用，从而达

到知己知彼，相辅相成的效果。

（二）课程思政内涵与实践路径探讨相对

集中

关于课程思政的概念、内涵、工作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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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路径的研究出现在 2017 年及之后，一共

有 17 篇，占文章总数的 15.59%，大部分发表

年份集中在 2017 年至 2019 年。

2017 年，高燕提出课程思政面临的关键

问题是管理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载体、体制

机制未能充分及时创新，并从主体责任、学生

需求、评价标准、专业融合中提取实践经验，

探索课程思政改革路径 [7] 。

李江则认为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做好宏观

把握和顶层设计是实现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手

段 [8]。2018 年，高宁、张梦从课程论视角分

析当前课程思政在知识选择、课程编制、因材

施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9]。

李凤认为高校课程思政的着力点在于给课程树

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遵循人才成长与思政教育规律，

加强“三全育人”体系建设 [10] 。2019 年，何

玉海认为要充分认识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组

织动员包括教师、辅导员、党团、学生社团、

服务管理人员在内的全体教育工作者参与，才

能够做到讲授、对话、交往、服务“四位一体”

的思政教育模式 [11]。

这些研究反映了对课程思政内涵的定位

逐年精准全面，梳理清楚内涵对把握课程思政

的实践路径，做好人员准备与体系架构，制定

后续的建设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体现出

了国家与各高校愈来愈重视课程思政建设的现

状，在未来阶段将会更加科学、大规模开展此

类的实践与研究。

（三）各专业的课程思政研究暂未深入挖

掘契合点

在收集的文章中，涉及到具体专业的课程

思政建设文章有 19 篇，占总数的 17.43%，发表

年度分布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学科涵盖了文学、

理学、医学、经济学、工学等，研究者以个人为主。

陈雪贞 [12] 立足于医科院校的大学英语课

程，以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为指导探

索课程思政的有效教学模式。王宝军通过剖析

理科专业大学生专业的思维特点和显性思政教

育的接受度，总结出理科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

设计应从规律入手，引导到品德教育与爱国主

义教育，发挥隐性育人功能 [13]。王大亮以清华

大学肿瘤生物学概论课程为例，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等方面探讨课程思政在医学类通识课

的应用探索，同时强调知识传播、能力培养、

价值塑造“三位一体”教学理念 [14] 。靳卫萍

以个人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课程教学设计、教育

技术为主体，总结了在面授、慕课以及混合式

教学中课程思政实施经验 [15]。此外，团队研究

成果有冯亚青、陈立功等组建“精细有机合成

化学及工艺学”团队打造的国家精品课程，开

展的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化工类专业课程思

政建设 [16]。

这些课程思政研究以点状分布在各个专业

领域，虽然涉及到的门类较多，但是从成果数

量来看，仍未形成较大规模，还未发挥以点带

面的作用。随着国家对课程思政的重视，专业

课的“课程思政”必然会朝着深度融合、细化

方向开展建设工作，教育工作者应尽可能多地

分阶段、分模块挖掘课程思政契合点，使专业

课内容与思政元素紧密结合。

（四）课程思政各育人环节研究亟需拓宽

广度

除了以上研究，笔者将剩余的课程思政研

究归为一类，即育人环节相关研究，总计 28 篇，

占总数 25.69%。其中包含了“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研究、立德树人“三

全育人”研究、互动教学设计研究、课程思政

元素选材研究、理论综述研究、教师主体研究

以及教学管理研究。

目前，育人环节相关研究依然聚焦第一课

堂，包含教学主体、教学内容、教学对象与教

学手段。本次收集到的教学管理相关的研究仅

1 篇，从宏观视角探讨教学管理理念、机制与

平台的创新，实践细节提及较少 [17] 。

在“三全育人”大格局背景下，课程思

政建设应当逐步拓宽育人阵地与教育工作者范

畴，不应局限于传统课堂与授课教师。然而，

笔者暂未在这 4 本核心期刊中获取到关于第二

课堂、学生工作、后勤保障等其他育人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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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研究的文章。

三、课程思政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系统化课程思政实践成果较匮乏

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

明确提出，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

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从当前文章收

集情况来看，课程思政实践研究涉及到的课程

中，单门课程或单个精品课程项目占大多数，

缺乏课程体系相关实践研究。以单门课程为单

位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优点在于课程设计自主

性强、教学内容更新时效性高与受众听课反馈

集中。但是，各门课程各自挖掘思政元素，易

受限于教师个人思政水平与素材偏好限制，课

程思政融合程度参差不一，不利于构建长期有

效的教育教学模式。

此类情况反映了各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研

究基本上处于探索初期，想要形成系统化实践

规模，还需推广时间与实践周期。在收集的文

献中，多篇文章从宏观角度提及了高校层面须

做好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但是涉及到具

体某些课程类型的建设构思或实践的文章较为

少见。梅强 [18] 提出着眼于创新创业类课程和

大学英语类课程，以点引线尝试课程思政的全

覆盖，并以江苏大学的国家级精品创业类课程

为实例展开分析。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不断受到重视与推进，

各高校亟需解决的便是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

方向性指导问题、同类课程教学体系 “基础

设计”的空白问题，以及教师的教学评价、学

生学习情况评价、课程建设质量评估等多方面

的评价体系构建问题。

（二）三全育人各环节实践研究不均衡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专业课教师是 “主

力军”，课程建设是“主战场”，课堂是传递

价值观“主渠道”，因此大部分的研究也是以

这三个部分为中心展开。在《教育部关于深化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意见》中提出要推动形成“三全育人”工作

格局 [19]。在课程思政建设中也应注重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格局，然而目前收集文章

涉及到第一课堂以外的活动研究极少。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以及学生

社团等第二课堂活动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育人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 4

本核心期刊中却暂未发表此类活动的课程思政

实践成果。

除了教师以外，辅导员、行政人员等作为

学生教育与管理的重要角色，也应当参与课程

思政建设，尤其是在各类竞赛与活动的组织、

策划与宣传过程中，主动倡导思想政治主旋律，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全员育人作用。

但是，以这些人员为实践研究主体的文章也暂

未在收集文章中体现。因此，各高校后续的课

程思政还需着眼解决全方位育人的各环节联动

机制问题，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各类活动牵头

部门对整体活动的设计、分工与总结。

四、对课程思政研究下一阶段的思考
（一）强化课程体系思政融合设计

目前各高校均已开始重视学校层面的顶层

设计，陆续从宏观角度逐步制定系列制度框架。

但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进需要更加细化的规

划与组织。为了确保同一门类课程能够遵循课

程规律，统一课程思政建设方向，笔者建议各

专业以课程体系为单位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指导，

确保同一专业的不同门类课程根据各自特点设

计思政元素的切合点与创新点。同时，不同高

校也可将各自院校特色整合，打造课程思政品

牌项目，可以在本校优势专业课程体系先行先

试，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借鉴的建设模式，

以点带面推广至全校。此外，同类课程体系的

优秀设计方案亦可尝试打破院校壁垒，实现跨

校合作与经验共享，从而达到共建共赢的目标。

（二）打造凝聚各类角色的精品团队

国家倡导高校“协同育人”，强化高校所

有角色的育人责任。笔者认为，课程思政建设

尤其需要融合教师、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

各类育人角色，把关课前、课堂与课后的各环

节建设质量，做到全方位、全过程监督课程思

政建设成效。作为授课主体，教师的教学设计

与教学方法是保证优质课堂的关键，因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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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与创新教学模式是目前

教学改革的主线。同时，第二课堂活动则是课

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到的工

作人员是不可或缺的辅助角色。辅导员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心理

健康以及学生党团建设的重要管理人员，须全

面配合课程思政建设主线，做好学生工作的监

督、引导与反馈。行政管理人员涉及到教师教

学管理、后勤服务、科研支持与宣传报道等，

为教师提供各方面人力与技术辅助，是整个教

学运行过程中的基础后方。将所有环节的教育

工作者汇聚到一起，做好角色分工，提炼阶段

目标，才能在最大程度贯彻落实统一的教育方

针与管理原则，真正发挥团队的作用，达到课

程思政效果最大化。

五、结语
近 20 年来，国内课程思政研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尤其是对课程思政的概念、内涵、

实践路径以及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同向同行

研究较为丰富。同时，全国各高校逐步出现课

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案例分析，以单门课程或单

个精品课程项目为主，呈点状分布在各专业领

域。随着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从国家层面对课程思政建设作出

了有高度、有层次、有分类的指导，全国高校

将进入更加科学、合理、全面的课程思政建设

推广阶段。通过更加系统的课程体系设计与团

队协作，课程思政建设能够充分做到以点引线、

以线带面的质的飞跃。笔者希望通过梳理部分

研究成果，总结经验并发现存在问题，提出未

来发展的方向性思考，为下一阶段的课程思政

研究提供参考，也为投身课程思政建设的教育

工作者献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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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Cur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GAO Xiaoting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collected papers from four core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recent 20 yea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status quo of cur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finds such problems as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n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ing path of cur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 

spotting research tendency of case studies in different majors, a lack of systematic practice and imbalance 

of links of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so 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example,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design of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role of talents cultivation is to be focused and qualified teams should be built, etc. in an 

effort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new 

period and to promote effect for an upgraded level of cur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Key words: cur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three-complete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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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Violent Online Games on College Students' 
Cyberbullying Behavior 

 SUN Bukuana, LIAO Qinyia, CAI Jingxueb

（Fujian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a.School of Education；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qing, Fujian 350300, China）

Abstract: 330 college students in Fujian Provinc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tested with online game 

behavior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 online violenc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and cyberbullying questionnaire.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violent games on college students' cyberbullying behavior was investigated by th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online violence attitude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line violent game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cyberbullying behavior, and 

indirectly affected college students' cyberbullying behavior through violent attitude.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violence attitude; online violent games; cyberbullying behavior; 

mediat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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