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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必须牢牢抓住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这两个着

力点，实现二者之间的紧密协同。推进这项工作，需要把握课程思政的中心命题和思政课程的本体要求，在知识

属性层面确认“个体性-社会性”互动是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逻辑起点，基本前提在于建立起知识与发展

的联系，主要方式为个体与社会双向循环互动，最终目标是帮助个体理解社会并进入社会。当前，统筹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还有一些列突出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以“三爱”构筑高校课程体系、以“三全”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以“三变”优化思政课程教学，促进二者之间形成“个体性-社会性”的生动联系，这是当下统筹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的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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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高等教育和
人才培养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
明确提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1]，要求
高校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
标准。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
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阐明
学校思政课的重要意义，就如何办好新时代思政课
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并特别强调，“要挖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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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一指示要求推动包括
专业课程在内的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为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指明了方向，为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其重要价值和
深远意义已不言而喻，然后，这一根本任务究竟如
何落实，还处在迷思阶段[3]。就课程而言，一直以
来，高校把专业课程理解为智育，把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理解为德育，导致课程育人功能的结构性缺

失，“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4]现象未
能根本改变。聚焦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引导学生追寻专业课程知识所蕴含的情感意志、理
性思维、价值传承和文化意义，已经成为当下高教
战线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统筹课程思政与思
政课程，形成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紧密结合、同向
同行的育人格局日益得到重视。当前学界主要集中
于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研究。有学者从育人
整体出发，认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统一于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当中[5]。有学者从
课程属性出发，认为课程思政唯有与思政课程保持
政治方向、育人方向、文化认同的“同向”，才能
形成协同效益[6]。还有学者从课程功能出发，认为
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的政治方向、思想价值和教
学方法，课程思政拓展思政课程的师资力量、课程
载体和教育资源[7]。

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不仅需要正确把
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更需要建立专业课
程、思政课程所蕴含的知识以及知识教学与学生发
展的生动联系，才能更好发挥育人功能。统筹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在实践中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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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二者有效统筹，这是当前推进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同向同行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从一般意
义上来说，课程思政所依托的课程是高校根据培养
目标所开设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课程，这类课程
是由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分门别类的人类认识
成果所构成的知识逻辑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课程内容是由
占主导地位的政党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
所构成的思想价值体系。从课程内容上看似相对
分离的两类课程教学之间如何实现统筹，显然需
要把握课程思政的中心命题和思政课程的本体要
求，在知识属性层面确认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的逻辑起点。

一、发展个体性价值是课程思政的中心命题

所谓发展个体性价值，就是课程知识教育对个
体发展重要性程度由少到多和由低到高的改变，即
课程教学所引起的学生在身心智力等多方面发生的
正向改变。发展知识的个体性价值，实现课程学习
由“知其然”(知识是什么)，到“知其所以然”(知
识是怎样产生)，再到“知其必然和当然”(如何正
确运用知识)，是专业课程教学的终极价值追求，
也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价值支柱。多年来，“课
堂教学是立德树人主渠道”的理念，已经确认了课
堂是最经常、最普遍的育人方式和育人途径。专业
课程对个体的发展到底是什么？从课程内容来看，
专业课程是由比较稳定和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所构
成，反映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进程和发展水
平。通过课程教学将知识传递给学生无疑对个体发
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专业课
程发展个体的形式。但如果只是将表层化的知识传
授作为其发展性，无视知识所蕴含的情感意志、理
性思维、价值传承和文化意义与个体发展的生动关
联，必然消解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因为专业课程
是由知识与价值、观念与思想、逻辑与方法等构成
的，除去课程知识外，还具有十分丰富的发展个体
性价值要素，有必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挖掘好、
提炼好、运用好这些丰富的要素资源，拓展专业课
程学习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

因此，专业课程教学应当建立与个体发展的
多维联系，其中既有“知其然”层面的联系，也有
“知其所以然”和“知其必然和当然”等层面的联
系，在认知能力、情感品质、价值判断、理想信念
等多维度追求为个体带来实质性发展。一方面，通
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习得并占有人类千百年来形
成的认识成果，在认识世界上达到人类认识历史高

度的同一性，使个体由自然的人发展为历史的人；
另一方面，通过知识符号这一中介建立起个体与所
在社会的联系，推进个体由认识社会到认同社会再
到发展社会，使个体由历史的人发展为社会的人。

二、发展社会性价值是思政课程的本体要求

所谓发展社会性价值，即通过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帮助学生逐步达到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进而
使学生的思想品德表现与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协
调起来。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都必须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这是教育的内在特性和价值
责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到底是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是培养社会主义的破坏者或
掘墓人，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回答好这
一问题，是思政课程教学的政治使命和终极追求。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在马克思看
来，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的集中体现。依据马克思主
义“人与社会”关系内在统一论，思政课教学内
容体系必然内在包含“一体化的两个方面”——
“为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和 “为学生发展需要服
务”，并使这两个方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教学内容
整体[9]。其中，“为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体现了思
政课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学生发展需要服
务”体现了思政课程与个体发展的关系，但其实
质为通过人的发展实现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发展
是思政课程的主体要求，是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来影响学生,使学生的
思想和行为符合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符合
现实社会发展进程的人。

思政课程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四个
自信”和做到“两个维护”的主战场。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当代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
和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原因和内在动力，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以
此构成思政课程的主要内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
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0]。但也应当看
到，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不会天然地出现在学生的头
脑中，必须通过思政课程教学进行思想灌输，引导
大学生对主导思想在认知基础上产生认同，在认同
基础上产生信念，在信念基础上自觉践行服务社会
稳定发展。反之，如果淡化弱化思政课程教学，必
将导致主导思想在课堂“失踪”“失声”，甚至动
摇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因此，作为维护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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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安全的主战场，思政课程不仅影响甚至决定着
接班人问题，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和
民族复兴。

三、“个体性-社会性”互动是统筹二者的逻
辑起点

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不仅在于更好地让
学生接受知识，而且在于充分实现知识对于学生成
长的意义。但何以统筹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作为
反映人类认识成果，课程思政是发展专业课程个体
性价值的存在，思政课程是发展相关课程社会性价
值的存在，要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统筹，其逻辑起
点是在知识层面构成“个体性-社会性”的生动联
系，从而有效统筹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课程与课程的相遇、知识与
知识的相遇十分值得关注。因为从课程的角度看，
“没有课程是完美的，因为它不能预测学生、教师
和情境的不确定性的变化”[11]。因此，课程与课程
的相遇以及知识与知识的相遇能够弥补单一课程的
“不完美”，改变学生停留于单一课程知识的学习
状态，形成不同课程、不同知识之间的交叉融合与
互动互补。就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而言，统筹二者
的关键在于增进两类课程知识的相遇，提升“个体
性-社会性”互动，更好地实现个体通过知识学习
由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到进入社会、发展社会，成
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体。也只有进入并促进社会发
展，学生的个体价值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体现。面
对具体的课程学习或知识内容，教学需要追问的不
仅是学生掌握了什么知识和技能，更要追问学生是
否与知识所表达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达成一致，
以及是否与所处社会的政治观念、价值标准、道德
规范达成一致，引导学生从个体发展到促进社会发
展，以及在融入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个体
发展。 

第一，“个体性-社会性”互动前提是建立起
知识与发展的联系。这是因为，没有知识与发展之
间的联系，学习知识只是了解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
符号存在，这些“符号存在”连接学生个体以及
社会的意义无法建立，更无法形成“个体性-社会
性”的互动。实际上，缺少与发展联系的知识学习
属于应试型学习，追求的只是表层化的知识认知和
记忆过程，势必忽略个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
不仅无法真正理解知识以及知识所蕴含的自然意
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学生无法理
解知识对于个体发展、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只有
在知识与发展之间建立联系，才能破除将占有知识

作为课程教学终极目标的积弊，打通知识由个体发
展到社会发展转化的通道，并在个体发展与社会发
展的互动中提升知识学习的意义。对于课程思政所
依托的专业课程知识，建立发展联系强调的是站在
学生发展的角度理解知识和传递知识，将知识以及
知识本身固有的自然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
实践意义引入学生的生命发展，实现知识对于学生
成长的意义，为由个体发展到促进社会发展积蓄能
量。对于思政课程知识，建立发展联系不仅强调站
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帮助学生理解社会，更在于帮助
学生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并成为社会活动的
主体，为更好地实现个体价值提供基础条件。

第二，“个体性-社会性”互动方式是个体与社
会双向循环互动。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不是简单的集
合，也不是孤立静止的状态，而是在知识学习过程中
相互作用与影响，交替上升的双向循环互动过程。从
知识传递过程来看，知识与学生联系追求的是将表层
化的知识认知过程向情感实践、文化实践、价值实
践、生活实践的转化和进阶，新的知识被接收必然与
学生已有的知识观念和社会生活体验产生互动，从而
引起学生基于已有知识、经验和社会生活体验对知识
的理性思考，达成更有意义的学习状态。一方面，课
程思政升华了专业课程知识传授的意义，不仅是学生
与客观规律的相遇，更是学生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的相遇，发展的不仅是个体的知识结构，更是个体的
认知结构、情感与处世的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让个体更加理解社会，为进入社会发展社会
创造条件，实现由个体发展上升为社会发展。另一方
面，思政课程知识体系作为具有一般社会现实烙印的
政党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在传递过程中必将
受到学生个体认知方式以及鲜活生活体验的印证，
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知识内化为学生个体对社会的认
知，从“社会现实的一般知识”变为具有个体差异化
的知识系统，为学生进入社会实现个体发展打开通
道，达成由社会发展跃迁至个体发展的转变。但值得
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可能是正向的或反向的，其关键
在于是否结合个体实际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和引导。

第三，“个体性-社会性”互动目标是个体理
解社会并进入社会。课程学习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从
前人那里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吸收并继承人类
社会关于客观规律知识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在于
通过与自我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体验的连
接，在理解、思考、探究和重构的基础上，将知识
转化为个人知识，从而形成自我认识社会并进入
社会的方式。因此，学习过程中的“个体性-社会
性”互动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其目标在于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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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构筑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在知
识学习的过程中了解社会，到进入社会再到发展社
会，这也是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主旨所在。
从表层上看，不论是专业课程还是思政课程，其知
识内容都是反映客观世界规律的符号存在，但从内
容上看，知识是一种社会存在，因而知识学习的过
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最终的目的
也在于理解社会进入社会以及发展社会。统筹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是以知识与发展的联系为基础，构
成“个体性-社会性”之间的互动过程。脱离了思
政课程的社会性价值，个体发展难以把握正确的方
向甚至陷入误入歧途；脱离了课程思政所依托专业
课程的个体性价值，社会发展将缺少动力能量。因
此，作为学习过程中的组成部分，“个体性-社会
性”的互动关键在于通过互动实现知识学习的表层
意义达成为学习的自然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
以及精神意义。

四、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实践指向

近年来，高校思政课程建设成效显著，课程思政
建设正在逐步推进，但也要看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增强，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理解把握“有误区”的问题。有的高校没有正确
把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整体设计不够，既
有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现象，也有课程思
政成为“显性化”以及思政课程“隐性化”的错误倾
向。二是课程思政“有短板”的问题。部分专业课教
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不足，存在“不愿干、不想
干、不会干”的困境。三是思政课程“有弱项”的问
题。部分思政课堂教学从统编教材体系到特色教学体
系的转换不够，未能与学生未来人生发展建立联结，
教学实效有待提升。

破解以上问题，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紧
密协同，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思考，明确统筹
的原则和思路、方法和路径，这是推动专业课程与
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基本要求。当前，我们迫切需
要以“三爱”构筑高校课程体系，以“三全”加强
课程思政建设，以“三变”优化思政课程教学，增
强课程学习过程中的“个体性-社会性”互动。

第一，以“三爱”构筑高校课程体系。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明确要
求，是高校课程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统筹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根基在于课程体系坚持“爱党”根
本、“爱国”原则和“爱社会主义”方向，确保课
程学习过程中的“个体性-社会性”互动始终沿着
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而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坚持
“爱党”根本就是课程体系建设要拥护党的领导不
游移，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
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
政治领导力量”[12]。 高校教师只有坚决拥护党的领
导，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结合课程内容实
际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才能增进学生对
党的信赖、信念和信心，才会避免一切反对、动摇
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言论和行为进入课堂。坚持“爱
国”原则就是高校课程体系建设要站稳中国立场不
动摇，引导培养学生爱过去的中国、爱现在的中国
与爱将来的中国。高校教师要勇担实现中国梦的国
家使命，在课堂教学中大力弘扬中国精神、着力凝
聚中国力量，凝聚共同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只
有高校课程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
味，才能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
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坚持“爱社会主义”方
向就是高校课程体系建设要坚守社会主义方向不偏
离。只有帮助学生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
里来、往哪里去，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夯实中国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传统根基与实践土壤，才能引导
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自觉认清个人发展与社会主
义发展息息相关，把爱党和爱国统一于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第二，以“三全”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统筹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只有坚持全课程覆盖、全要
素融入和全过程保障，才能落实高校所有教师、
所有课程的育人责任，推动课程知识从个体发展
到社会发展的转变。坚持全课程覆盖，构建课程思
政教学体系。应当注意到，人才培养本身就是育人
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高校每位教师、每门课程都
承担有育人责任。因此，需要深入梳理每门课程教
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
念，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例如，公共基础课程
要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
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专业教育课程要深度
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
内涵，增加课程的知识性和人文性；实践类课程要
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的创
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坚持全体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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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打通课程思政建设环节。要把课程思政建设作
为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核准和教案评价的重要内
容，落实到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大纲修订、教材编
审选用、教案课件编写各方面，贯穿于课堂授课、
教学研讨、实验实训、作业论文各环节，推进有关
内容进人才培养方案、进教案课件、进考试。同
时，还要综合运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将“读万
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深入开展多种形式
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活动，不断增强
学生的知识学习与社会体验。坚持全过程保障，完
善课程思政教学制度。在现有的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教学环节、教学过程管理等质量标准中，有机
融入育人水平和质量等反映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效
的指标点，并将其作为评价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师绩
效考核的首要指标，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内化为教师
的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建立健全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培训机制，将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意识
和能力作为岗前培训、课程轮训、骨干研修的重要
内容，不断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能力水平。

第三，以“三变”优化思政课程教学。统筹课
程思政与思政课程，重点在于思政课程教学要根据
培养目标变课程教学目标、根据专业特色变教学内
容、根据学生特点变教学方法，不断拓展思政课程
教学内容与学生个体的对接通道，推动课程知识与
学生个体发展形成紧密联系。根据培养目标变课程
教学目标，要求思政课程教学紧密对接各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着力提升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度。思政课程应当主动运用OBE理念开展课程教学
改革，在坚持思政课程教学总体要求的基础上，主
动对接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建
立思政课程与培养方案毕业要求之间的支撑关系，
破除思政课程“千课一面”的积弊。根据专业特色
变教学内容，要求思政课程在遵循课程教材体系的
基础上，科学实施从统编教材体系到彰显专业特色
教学体系的转换。例如，对于教育学类专业学生，
应补充引导学生争做“四有”好老师的教学内容；
对于工学类专业学生，应补充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大
国工匠精神的教学内容；对于农学类专业学生，应
补充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的教学内容。根
据学生特点变教学方法，要求思政课堂破除“满堂
灌”“一讲到底”的传统课堂形态，从知识的说教
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带领学生共同思考分析问
题，成为学生的学习伙伴。针对思政课程内容多、
学时少的特点，要主动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
革，打破课堂时间边界，通过课前导学、线上自主
学习、课堂重点难点讲解、线上线下深度讨论、过

程性考核等方式，将思政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
模式向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模式转变，构建师
生共生发展的课程学习共同体，增进师生的生命交
往，从而取得更优化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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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aching Style to Learning Paradigm:
the Conversion of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Yang Xuhu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Jiangsu)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otential of UDL in realizing the future learning landscape, promoting its conversion from a teaching style 
to a learning paradigm in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design and shape a new 
form of future learning, but also effectively condense the social aspirations under the drive of common value, so as to carry out 
targeted research and practical work o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rstly, the research elaborated the real value 
and future approach of UDL, and explained the uniqueness and epochal nature of its concept, and why it needed to transform from 
teaching style to learning paradigm; Then, organized the meaning of “paradigm” in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value theory ,and 
analyzed the supporting role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in converting UDL into a learning paradigm on the basis of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paradigm; Finally, pointed out the specific path of UDL converting to the learning paradigm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the three levels of theoretical logic, model method and value system.

Keyword: teaching style; learning paradig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environment;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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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Coordin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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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 university, and it is the process of unifying people education and 
talent education. We must firmly grasp the two key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to realize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is work, we need to grasp the central pro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ont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t the level of knowledge attribute, we need 
to confirm that “individuality-sociality” interaction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oordin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The basic premise i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 The main way is the two-
way circular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help individuals understand society and enter 
society.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outstanding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coordinating the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ree loves”,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ree 
wholes”, optim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with “three changes”,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vivid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ity”, which is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coordin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urse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individuality-sociality” interaction;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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