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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课程思政元素雷同太多和覆盖不全、专业特色课程思政案例偏少、课

程思政融入不够、课程思政效果难评价”的问题，本文以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为例，以“大思政课”教学

为指导思想，基于OBE理念提出了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构建全覆盖的

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育人矩阵，搭建高质量课程群思政案例库，挖掘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构建闭

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创立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模式，从而提升“全程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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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group courses, 
such as too many similarities and incomplete cover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ur-
riculum group, few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 course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and difficult evaluation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in curriculu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re theory curriculum group for met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major 
as an examp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OBE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includes construc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trix for full-
coverage professional core theory curriculum group, building a high-qu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case base based on curriculum group, mining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cases in curriculum, and constructing a closed-loop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in 
curriculum, establishing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 model of curriculum. The 
above works will improve the effect of whole-process education. 

 
Keywords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jor, Curriculum Group, Education Matrix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2022 年 7 月 25 日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在方案中明确提

出“建强思政课课程群”教学改革，意味着“课程思政”开始由当初单一门课程思政走向课程群课程思

政建设。作为思政课更好的补充，课程思政就是指围绕立德树人目标任务，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各门各

类课程，开发它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各门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教

学模式[1]。课程思政不是单设一门或几门课程，也不是专业课程思政化或者思政课程专业化，而是各门

各类课程形成“课程群”在坚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在课程教学中将思政之“盐”融入专业课

程之“汤”中，让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品出“思政味”，从而实现价值引领功能。据教育部

统计，高等教育课程中专业课程占比约 80%，学生学习时间的 80%用于专业学习[2]，因此专业课程，尤

其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成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中之重，也是大势所趋。 

2. 研究综述和现状问题 

自从专业课程群课程思政的理念一提出，专业思政课程群课程思政开始得到研究和实践。以专业核

心能力与核心育人要素引领为设计依据，专业思政课程群通过分层、分级、分模块设计，使课程思政与

专业思政有机耦合，形成协同育人效用[3]。目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专业思政课程群，一是构建课

程群思政建设体系，如李有芳等[4]针对专业思政建设过程中目标靶向泛化以及缺少宏观调控引导的困境，

提出以课群为单位构建课程思政重点建设体系，具体包括课程思政指标元素的内容框架及课群的主要思

政元素和重要性等级。二是提出专业课程群思政建设途径，如董志华[5]提出整体教学设计、组织体系与

师资队伍、教学资源、评价与反馈体系等多维度建设路径。何宽等[6]构建了“三目标融合、三课程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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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联动”的“专业–课程–课堂”一体化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三是提出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如汪

茵等[7]提出以课程为基点、以教师为突破点、以学生为聚焦点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但目前研究发现存在专业课程群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不清晰、专业特色课程思政案例挖掘不足、教

师的教学组织不符合学生认知等问题，严重影响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效果，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 缺乏合理的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 
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同一专业不同课程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教学改革。正因为

缺少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各个专业课程没有清晰的专业人才培养思政目标设计，每门课程承

担的教师或课程负责人只能根据自己理解挑选思政元素用于教学中，其中挑选思政元素最多是家国情怀、

创新思维等[8]，导致目前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未全覆盖、雷同偏多，思政案例重复、过多等问题。目前某

些课程内容中融入了很多思政元素，如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安全意识、诚信意识、创新精神等[8]-
[10]，但缺少了某些思政元素，如工程伦理。工程伦理重要性在于能强化工程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推动可

持续发展，协调利益关系作用[11]。缺少工程伦理思政教育，不符合当前工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更为突出的是，同一专业学生在面对不同课程时，会接收到相同的课程思政案例，导致学生失去了学习

的意愿。当前，为了课程思政而思政的现象也突出，某些课程甚至在课程每个知识章节中都植入了至少

1-2 个思政案例，整个课程共计植入了 12 个思政案例[12]。面对当前专业课程学时普遍下降潮流，过多的

思政元素融入课堂必然占用更多教学时间。因此，构建合理的课程群思政育人矩阵成为专业或课程群首

先解决的问题。 
(2) 课程群课程思政专业特色思政案例挖掘不足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既是专业课与思政课协同育人的主要工具，也是新时代顺应教育体制革新的主

要工具[13]，但各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尤其缺乏专业密切相关的思政案例库，导

致不同专业课教师选取思政案例有限，思政案例内容与知识点相关性牵强[14]，思政案例分析不恰当等问

题。为了完成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需充分挖掘专业特色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和用好课程思政案例库成

为了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保障。 
(3) 课程群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融合不够 
课程思政的难点在于如何将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专业知识的教学侧重于知识的“求真”，

而思想政治教育则要求“真善美”的统一[15]。因此，知识领域的“真”如何融入“善与美”成为课程思

政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正因为没有现成的思政教育合理融入专业知识示例，出现教师不愿意在课堂中讲

解思政案例，或出现“单独进行思政教育”现象[16]。在自然科学课程这类课程中尤其要不能生搬硬套、

强硬嫁接，否则影响思政效果。为了达到将思政之“盐”融入专业课程之“汤”中，让学生在接受专业知

识教育的同时，品出“思政味”的教学质量高度，构建具有可持续改进且完善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机制

成为课程思政效果的保障。 
(4) 缺乏课程群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指导性机制 
人才培养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首要标准[17]。然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一线教学过程

中，如何进行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操作策略，这已成为广大

一线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推动与落实课程思政教学的瓶颈[18]。评价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如何评价却需

要不断深入探讨。探究有效的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体系和标准成为当前研究探究的重点。 

3. 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举措 

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在实现“大思政课”教育理念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除了可以实现知识传输、

能力培养的专业目标外，还可以全面实现“立德树人”的专业培养目标。基于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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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材料组成–金属材料制备与加工–金属材料的结构–金属材料性能–金属材料工程应用”专业核心理

论课程群(图 1)，需进一步应用 OBE 理念反向设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群育人矩阵，设置恰当的

子课程群课程用于支撑育人矩阵，基于育人矩阵搭建具有专业特色课程思政案例库资源，优选案例库课

程思政资源用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中和实践，最后对课程群课程思政效果评价并根据课程思政效果反思

结果进一步完善课程群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对应具体举措如下所示。 
 

 
Figure 1. Professional core theory course group 
图 1. 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 

3.1. 构建合理的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育人矩阵 

基于 OBE 理念，为了达到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简称课程群) (图 1)的人才培养素质专

业目标、社会要求的通识目标，具有工程教育需要的素质目标，构建课程群育人矩阵(图 2)。课程群育人

矩阵应由“三目标十二课程思政建设主题”构成，其中“三目标”包括了通识目标、专业目标和工程教育

目标，十二思政建设主题除了常规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道德修养”外，还包

括了工科专业要求的“工匠精神、科学思维、使命担当”，以及工程教育要求的工程伦理、生态环保、团

队协作和创新思维”思政主题。通过梳理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群知识结构和每门课知识背景，开

展深入的调研、周密的设计和充分讨论，为每个课程思政主题优选能够支撑的多门课程，精准挖掘思政

建设点，达到课程育人指标全覆盖要求，同时课程之间或课程内容之间体现育人目标的层次性、连续性

和一致性，最终形成合理有机的课程群育人矩阵。 
 

 
Figure 2. Curriculum group education matrix 
图 2. 课程群育人矩阵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1848


邓洪达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01848 184 教育进展 
 

3.2. 构建专业特色课程群思政案例库 

课程群思政案例库是开展高质量课堂思政基础。课程思政案例库是由课程群各课程各章节(模块)教
学内容的思政案例集合而成。基于 OBE 理念，在明确本课程思政教育主题的基础上，专业核心课程群各

个课程的各章节(模块)要根据教学内容特点，深入挖掘跟课程群专业背景密切相关的高质量专业思政教

育案例，凝练课程思政话题，有机融入教学知识点，编写形成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课程案例库由 12 个主

题模块组成(图 3)，各主题模块下汇集了各个课程中的相关案例。每个案例应从案例素材名称、内容简介、

思政育人主题、思政主题释义、媒体形式、应用建议、版权说明、应用举例等 8 项内容构成。基于以上

建设，形成高质量专业特色课程思政案例库，为课堂教学质量提供保障。 
 

 
Figure 3. Education theme module and content in case library 
图 3. 案例库育人主题模块和挖掘内容 

3.3. 形成闭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思政实施最佳水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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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一

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可以实现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为了有效实现隐形思政教育，则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尤

显重要。按照 OBE 理念以课程支撑课程思政目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课程思政在教学设计上包含教

学目标、课程思政融入方法、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分析、课程思政教学反思。教

学目标需提出应用课程思政案例的专业教学内容要达成的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及能力目标。课程思政融

入方法需根据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实际，采用适当的方法和形式将课程思政案例素材所体现的思政育

人内容有机融入教学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融合[19]。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要

求描述本素材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素材所体现的思政育人内容与专业教学内容的融合，以及对提高课

堂教学的吸引力、促进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得益彰的具体措施与过程[19]。在教学效果上，描述在课程

思政教学活动中取得的成效，包括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学生在知识、能力、思想认识、职业素养等方而

的提高[19]。在教学反思上，围绕思政教学目标是否合理，思政融入方法是否恰当，分析思政教学实施过

程是否合符教学规律，思政教学效果是否达到等方面思考和讨论，总结经验，查找不足。通过一轮教学

运行后，针对教学反思总结问题，进一步调整修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各个环节，形成课程思政教学闭环

(图 4)，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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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losed-loop oper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urriculum 
图 4. 课程思政教学闭环运行方式 

3.4. 构建全方位课程群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模式 

基于 OBE 理念，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拟从学生成长、课程思政“三性”实现程度视角[20]全方位评价

是否达成。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值的过程，它综合体现在学生

的知识层面、思想层面和能力层面。观察点应包括对思政元素内容的了解和理解；学生的言论、行为；

学生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采取的态度和行动等。专业课程群中每门课程的课

程思政目标设置、内容分布上是根据课程内容、特征而设的；但课程群应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进阶性、

层次性和系统性。观察点包括每门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否符合专业课程群的部署，具体目标维度上是否符

合层次性要求(如其他课程在同一目标维度上是否与本目标呈现具有内在的层进性)；每门课程思政的内

容供给是否符合专业课程群的要求，是否与其他课程保持良好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课程思政在设计上与

专业课程自身的协调性、协同性。 

4. 总结 

以“大思政课”教学为指导思想，以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为载体，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素质

目标为方向，基于 OBE 理念构建全覆盖的专业核心理论课程群育人矩阵，必然实现“全员育人和全方位

育人”要求；搭建高质量课程群思政案例库，挖掘高质量专业密切相关的课程思政案例，支撑隐性课堂

思政教学；构建闭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提升“全程育人”效果；创立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模式，检验课程

群素质目标达成程度，从而解决目前课程群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最终为如何培养出兼具良

好的思想素质和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强有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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