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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强化”夯实课程思政 绘好高校育人“同心圆”
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 是 教 育 的 根 本 问

题，立德树人成效是

检验高校工作的根本

标准。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必须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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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认真落实教育部《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纲 要》，立 足 决 策 咨

询、研究指导、管理服

务和学术交流的职能

职责，从立柱架梁到

强基固本，从支持保

障到协同创新，让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目

标更明、方向更准、措

施更实、效果更好”。

强化决策咨询
助力课程思政建设立柱架梁

高校是青年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建设的关键阶段，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关键一站。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一招。

近年来，在市教委领导下，市教科院切
实抓好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推进各项
措施落地见效，为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供思想基础、
智力支持和方向保障。

市教科院围绕教育部、市教委关于课程
思政建设的工作部署和重大关切，面向全市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开展摸底调研，形成
《重庆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工作开展情况的
报告》《重庆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调研
报告》等系列决策咨询报告，为持续完善课
程思政建设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提供决
策参考，指导全市高校结合实际制定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各校课
程思政的建设内容和原则。

《重庆市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工作方案》《重庆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行动计划（2021—2025）》等政策相继出
台，聚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精心谋划课程思
政内容体系建构、课堂教学改革、教学能力
提升、评价体系建设和工作协同创新五大重
点行动，强力推进全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内
容体系、教学体系和工作体系建设。

在课程思政建设的良好氛围中，全市将
课程思政落实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
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编写等各方面，贯穿课
堂授课、教学研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等环
节，切实做到“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各
门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有机融入，形成育人
协同效应。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将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全市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构筑起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制度建设“四梁八
柱”，为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建设提供了方
向和遵循。

强化研究指导
助力课程思政建设强基固本

在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土建大类

概论与研讨》课程上，专家教授们结合土木
学科特点，搜集和筛选“中国建造”国际品牌
树立做出巨大贡献的重大工程项目，例如珠
港澳跨海大桥、青藏铁路、三峡大坝、贵州天
眼、南海填海造岛、南水北调和中国第一高
楼上海中心大厦等，梳理工程建设中的科技
力量，探索其中的科技创新元素；结合专业
知识的传授、能力的提升，嵌入爱国、敬业、
奉献、顽强不屈等精神元素。

“通过课堂我深刻体会到，拥有先进的
科学技术，这对国家能否在日益激烈的国际
竞争中占得先机至关重要。我国基建强国
的优势让我们更有热情和信心走好大学生
涯的每一步。”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同
学们说。

这些年，全市广大师生思想主流积极健
康向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不可没。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这要求高校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持续
深化建立“三全育人”机制，确保“大思政”一
体化育人得到常规化推进和常态化落实。

为此，市教科院强化指导作用，对接重
庆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三级研究体系建设
计划，申报并获批重庆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研究与指导中心；协助市教委建立重庆市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
究解决课程思政建设相关问题，推动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专业思政、教师思政、学生思
政同频共振；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案例遴选、理论研究、学术交流等工
作开展，确保了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落地见
效。

在西南大学，由党委书记挂帅组建的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集中优势专家团队开
展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集中攻关，每年统筹课
程思政建设经费100余万元用于教师开展课
程思政研究，建有多功能培训室、角色体验
室、微格教室等场所，为教师开展课程思政
磨课研课提供场地支持。

为示范带动全市所有高校、所有教师、
所有课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市教科院
更深入高校指导教师开展课程建设和教育
教学改革，引导一线教师深度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不断充实课程思政教学资源，改进课
堂教学模式和方法，推进思政元素与专业知
识自然交融，着力打造一批有高度、有深度、
有温度的课程思政“金课”，切实提升人才培
养成效。

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学校充分挖掘
涂铭旌院士在学校第三次创业的“科教报

国、大爱无疆”等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大国
工匠精神；以“一地两院一联盟”乡村振兴工
作体系的搭建为契机，深入挖掘“扎根乡村、
矢志‘三农’、服务乡村振兴”的育人元素，

“人才思政—专业思政—课程思政”为一体
的纵向贯通协同育人新格局逐步形成。

同时，市教科院还牵头组织全市高校系
统梳理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和
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精心打造经典
工作案例和教学案例，编辑出版《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为各类高校、各
类专业（专业大类）和各门课程负责教师的
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提供示范样板和参考标
准。

强化管理服务
助力课程思政攻坚创效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加“思政”，
应当是“如春在花、如盐化水”，把家国情怀
自然渗入课程方方面面，达到润物无声的效
果，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

西南大学以100门课程思政重点课程建
设为“点”，以500门专业核心课程为“线”，以
全体课程大纲修订工作为“面”，构建从一枝
独秀到百花齐放的课程思政建设生态体系，
分类设置各学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
任务和育人重点，着重强化专业课程的价值
观教育引领地位，将担当精神、社会责任感
等作为课程育人的必备品格。

一批“有意思”“都爱听”“真相信”的思
政“金课”正在涌现，高校课程思政逐步走向
特色化和体系化，这离不开长期以来的课程
思政改革创新。

市教科院主动适应课堂教学新趋势新
要求，协助市教委设立课程思政专项项目，
引导高校开展课程思政的课堂教学改革与
实践研究。近3年立项重大项目21项、重点
项目117项、一般项目206项，持续深入推进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拓展课程思政建设
的新方法、新途径、新载体。

同时，统筹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
程和实践类课程体系结构，结合文学、历史
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等学
科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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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
育“两张皮”现象。目前已立项建设市级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496门，实现3种课程类型、
7大类专业课程全覆盖，8门课程获批国家级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必须紧抓教师这个关键
环节，解决好“教育者先受教育”的问题。为
此，重庆市构建市校两级培训体系，组织全
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骨干教师培训近1000
人次，示范引领全市高校开展教师课程思政
能力全员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建
设能力和水平，确保课程思政建设取得实
效。

西南政法大学教学名师龙大轩教授主
讲的《中国法制史》示范公开课被中央电视
台、法制网等多家媒体报道，得到社会广泛
关注与认可；西南政法大学联合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开展“蓝鲸计划”，由研究生和本科生
组成“家国情·奋斗者”蓝鲸新闻采风行暨

“三下乡”团队，拍摄了1000多条纪录片素
材，成为西南政法大学课程思政“金课”一张
亮眼的名片。

当前，全市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如沐春
风、如火如荼，营造出“课程门门有思政、教

师人人讲育人”的良好氛围，构建起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育人新格局。

强化学术交流
助力课程思政建设协同创新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走深走实，全市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展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产生了一系列典型案例和
素材资源。

在此情形下，建设区域性协作机制，形
成高校课程思政资源共建共享格局，有助于
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的不断创新。

为此，市教科院着力联袂共建学术组
织，联合开展学术研究，联动推进教学改
革。协同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四川外国
语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三峡学院等22
所高校，常态化开展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的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
工作，充分发挥专家组织对全市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的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联合
高校打造高水平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联
动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持续推动全市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更进一步、更深一层；
采取“省际校际合作”“校地校企融合”“线上
线下衔接”等方式，建立课程思政联盟，建设
共享资源平台，为更多的高校创造互通共享
和共建共用的理想条件。

据悉，重庆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重庆
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等在渝高校相关院系及
教师，充分发挥相关人员的研究特长，联合
申报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协同创新课程思政
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路径。

多元开放的课程思政建设理念，多方参
与、多级联动的课程思政协同运行机制，激
发高校课程思政资源区域性协作共建的内
生动力，合力奏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乐
章。

一批课程思政建设先行校、一批课程思
政教学名师和团队、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一批课程思政研究项目……全市高校课
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向同行，把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融入日常工作、教育教学和课程思
政体系建设当中去，真正守好了高校教书育
人主战场，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范卿泽 邓成超 蒋凯
图片由各学校提供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激发青年学生的奋进力量

课程思政融入学生实操课堂，潜移默化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