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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高校开展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

张恋恋

（莆田学院 教务处，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研究分析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面临的新挑战，指出了高校开展课程思政
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从加强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坚持课程思政的科学性、艺术性与适度性相结合，
加强课程思政第二课堂建设，加强课程思政平台建设，善于从疫情防控的案例、思想理论与实践中挖掘
课程思政元素等五个方面，分析论证了高校开展以弘扬中国伟大抗疫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思政的有效
途径，对提升高校的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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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生命至上的理念，带领
全国人民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 创造了人类防控疫情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抗疫斗争中涌现的感人事迹、思想理论和实践
为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生动案例和重要资源。
新冠肺炎疫情条件下，开展弘扬中国伟大抗疫精
神的课程思政，就是通过挖掘疫情防控过程中涌
现的抗疫事迹和相关思想理论与实践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实现这些思政元素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
合， 丰富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 提升教学效果，
弘扬伟大的中国抗疫精神，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
报国志、强国行，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培
养更多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课程思政面临的新
挑战

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决定了以弘扬中国伟大抗疫
精神的课程思政的长期性。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虽
然在我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西方主要国

家疫情仍处于加速传播阶段，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
到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未来一段时期还将伴随
着人类。疫情的长期性决定了对学生进行抗疫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性，这也要求专业课老师要充
分发挥课程思政的独特优势，结合疫情防控的案例
和思想理论与实践对学生开展以抗疫精神为主要内
容的课程思政教育。抗疫精神是青年学生成长进步
的航标，将长期激励和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指
引青年学生勇于迎难而上扛起时代的重任，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青春力量。

中国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中
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的担当。中国是最先开展
疫情防控的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我国是在对病
毒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了艰难的抗疫斗争，党和
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抗疫措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和大力支持，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的抗疫斗争之中，经过艰难的斗争，中
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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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赢得了世界一切正义国家的高度赞誉，彰
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和国家治理的高效。中国第一时间向联合国卫
生组织和其他国家“主动通报疫情和新冠病毒基
因序列等信息，公开中国的诊疗和防控方案，交
流中国抗疫经验，为世界抗疫提供人财物，出口
巨量抗疫物资”[1]，为世界抗疫斗争做出了中国贡
献。中国抗疫斗争的胜利，极大提升了世界其他
国家战胜疫情的勇气和信心。教师要充分利用疫
情中抗疫斗争的事迹，深入挖掘这些事迹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大力弘扬中国伟大的抗疫精神，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新冠肺炎背景下更加凸显了课程思政的重要
性。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大对我国经济上遏制、政治
上颠覆、形象上抹黑的力度。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在西方国家的失控，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甩锅”
中国，中美在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等方面的斗争
日趋激烈。这更加凸显了课程思政教育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每名老师要做明白人，在这危急时刻，
每名老师都要牢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身上担
负的职责和使命。

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课程思政的现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一些高校利用线上线

下授课形式结合中国的抗疫案例和相关思想理论与
实践中蕴含的伟大抗疫精神，有针对性开展了一些
课程思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增强了学生对疫
情防控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提高了
学生对中国伟大抗疫精神的理解。一些高校积极开
展了疫情条件下的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创新，组织老
师集体备课，开展与疫情有关的课程思政的交流与
研讨，积极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疫情相关课程思政
教学平台和教学名师，完善与弘扬中国伟大抗疫精
神相关的课程思政的各种体制机制等，取得了许多
具有重要推广价值的教学科研成果。

但也有些高校存在着对与疫情相关的课程思
政重视程度不够的现象，存在着麻痹大意、应付
了事的现象。甚至有的院校和老师还存在着错误
的观念， 认为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
疫情已经过去了；还有的老师认为对学生进行疫
情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思政教师的工作和
职责，与专业课老师无关，疫情与课程思政没有
关系；还有部分专业课老师只注重“教书”不注
重“育人”。还有些院校过度强调疫情背景下的课

程思政，导致专业课程过度思政化的现象，在一
定程度上弱化了专业课的教学效果， 没有做好
“教书”和“育人”的有机结合。这些现象的存
在，严重制约了课程思政的有效开展，针对上述
问题高校必须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提升课程
思政在疫情背景下的育人效果。

三、开展以弘扬中国伟大抗疫精神为主要内容
的课程思政的主要途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把疫情防控的案例和
思想理论与实践中蕴含的伟大抗疫精神与课程思政
相结合，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思政元素，开展及时、
有效，具有针对性的课程思政教育，不断提升课程
思政的育人效果，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途径：

（一）加强疫情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
设

在疫情背景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对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本领对
课程思政的教育效果至关重要，必须不断提高教
师的育人本领和育人意识，努力建设高质量的教
师队伍。首先，定期对教师进行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的课程思政的业务能力培训，定期组织集体备
课，组织教师参加有关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
教学研讨、培训交流等，不断提升教师课程思政
的教学效果。其次，鼓励教师积极开展伟大抗疫精
神的课程思政，“利用精品课程评审、课题申报、
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激励机制来引导教师 主动投
身于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建设中来”[2]。
第三，注重打造各学校课程思政精品课程，树立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榜样教师， 发挥榜样
教师示范引领作用。最后，各学院可以 和马克思主
义学院优秀专职思政教师建立“一对一”互助机
制，加强对各学院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课程思政的
指导。

（二）坚持课程思政的科学性、艺术性与适度
性相结合

习近平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3]。在疫情背景
下，高校开展弘扬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显得尤为
紧迫和重要，要使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
取得预期效果，必须要坚持科学性、艺术性与适
度性相结合的原则。科学性是指要教育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在抗疫斗争
中我国体现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引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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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艺术性是指在开展抗疫课程思政教育过程
中，要提高课程思政的教学艺术，打造生动活泼、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
思政课堂，以此来熏陶、塑造、感染学生，用较
为委婉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适度性
原则是指要区分好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区别，
课程思政毕竟不是专门的思政课，不能把课程思
政搞过头，变为思政课程。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
课程思政更加强调的是隐性教育，更加追求润物
无声的效果，把抗疫思想、抗疫理论、抗疫技术、
抗疫实践等融入到专业课中，用生动的抗疫案例
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影响教育学生，只有发挥好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协同
效应，发挥好各自优势，才能“努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

（三）加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平台
建设

根据现在学生接受知识网络化碎片化的特点，
建设好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网络教育平
台。首先，运用好现代交流互动工具如微博、微
信、网络直播、qq群等平台，及时回应和解答学
生面临的各类思想问题。其次，利用好慕课、各
类教育平台中的相关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
政资源，把优秀的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
整合到教育平台，实现优秀的教育资源共享。还
要利用好各自学校的各类实践培训基地，积极开
展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教育。第三，积
极打造本学校的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网
络平台，组织专门力量录制优秀教师的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的课程思政课，实现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的共享。最后，聘请本专业参加疫情防控的优秀
校友回校讲他们在疫情防控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他们的讲解更能感染打动学生，可以有效避免课
程思政的空洞无物，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热情，激励学生刻苦学习、顽强拼搏、
勇担重任的精神。

（四） 加强第二课堂的课程思政建设
挖掘第二课堂蕴育的思政元素，利用好第二课

堂培育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匠
精神。在实验中要“更加关注学生的实验细节，如
试剂配置、仪器使用、实验过程实施及实验废弃物
处理等，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教

育学生环境保护不仅仅是口号， 要从自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5]。通过实验教学的第二课堂，培养
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匠精神。在科学研
究中容不得丝毫虚假和半点马虎，必须坚持实事
求是，教育学生要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过程和结
果，坚决杜绝编造或者修改实验数据或结果，这
是培养学生实事求的科学态度和工匠精神的重要
方法。在疫情防控中，中国第一时间绘制了病毒
基因图谱、不断丰富完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疫苗
的研发处在世界最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我国
科学家发挥团队协作、密切配合、尊重科学，在坚
持实事求是、坚持工匠精神的基础上取得的。

（五）善于从疫情防控的案例、思想理论与实
践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每名老师都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学生在疫情
背景下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对疫情防控的认识等思
想情况，加强与他们的心灵沟通，结合学生的思
想实际和社会实际开展疫情背景下的课程思政，
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
出来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为我们开展课程思
政提供了鲜活案例和丰富资源，我们要用这些资
源和案例引导大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国家的力
量和自身的责任担当。我们要深入挖掘这次抗击
疫情过程中体现的中国之治、中国精神、中国力
量、中国效率，老师要善于从各类案例中归纳思
政元素，再结合不同专业课程的特点有所侧重和
取舍，还可以从一个案例中多角度归纳出多个思
政元素，做到从点到面，运用这些丰富的思政元
素对大学生进行弘扬中国伟大抗疫精神的课程思
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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