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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不仅注重于思想价值内容的浸润，还可以通过课堂活动以及教学方法的组

织实施，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专业知识双重引导和教育，将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无痕交融，

形成思专深度融合的育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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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课程思政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育人模式。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

高〔2020〕3 号]明确指出：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

教学“主渠道”，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

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融为一体。课程。课程思政不仅注重于思想价值内容的浸润，深入挖掘专业课思政元

素，还可以通过课堂活动以及教学方法的组织实施，旨在通过教学过程的细节和活动实施，

加强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专业知识双重引导和教育，将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无痕交融，形成思

专深度融合的育人新模式。

1 《税法》课程思专融合的意义和必要性

目前高职院校思政课和专业课相互脱节。专业课偏重于专业业务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其蕴

含的思政元素；思政课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乏味，教学效果不理想。当今社会需要又红

又专的社会人才。因此，思专融合是大势所趋。《税法》是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程。

在课程思政的视角下开展《税法》课程教学改革，不仅有利于不断加强教师自身的育德意识，

还有利于“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将学生思政教育作为专业技能的基础。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自

身的职业发展，更有利于企业、国家的发展与壮大。当今社会不仅要求当代大学生具备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还需要有崇高的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以及深厚的爱国情怀。

因此，《税法》课程思政不仅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选择，还是培养学生职业素

养和岗位胜任能力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的需要。

2 《税法》课程思政的改革思路

税法的课程思政首先是要紧紧围绕国家和和河南省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双高

建设目标以及本专业群的专业发展目标确立本课程的课程目标。税法课程在实现增值税、消

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费计算与纳税申报知识技能传授目标的和通识素质目标的



基础上，确立了税法的核心课程思政目标是守法和诚信。 课程思政一种新课程观。它

既不是将专业课打造成思政课，也不是在思政课上植入专业课，而是专业课和思政课的深度

融合，即要在非思政理论课的其他各类专业课程中主动体现“思政元素”。因此，如何在专

业课程中无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税法》课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首先，专业课程课堂

上不能占用较多的时间讲思政内容，要保证专业课程教学的性质不能变，不能把专业课程教

学变成思想政治教育。其次，在专业内容讲授过程中，不能为了课程思政而课程思政，不能

专业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要深入提炼《税法》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合理设计教育教

学活动，选取恰当的教学资源，通过适当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之

中，从而达到行云流水、不露痕迹、顺理成章的效果。

3 《税法》课程思政的实践和实施路径

3.1 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税法》课程思专融合的关键在教师。教师身先垂范是课程思专融合的实施基础。教师

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加强思想道德和专业知识学习，夯实思想基础，树立爱党爱国敬业价

值理念，按照“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融入《税法》

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只有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崇高的道德修养，才能在专业课教学中

将艰深、枯燥的专业课演绎成深刻的“人生大课”，实现学生专业技能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提

升。

3.2 深入挖掘《税法》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联系起来的纽带就是课程思政元素。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首

先要凝练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结合《税法》课程教学内容，深入挖掘和提炼课程教

学过程中的思政元素。思政元素是思专融合的切入点，其科学性和典型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课程思政的效果。

序号 税法课程教学知识点 课程思政元素及预期效果

1 税收基础理论知识
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学生诚信纳税意识以

及社会责任感

2 税收基础理论知识
通过税负概念的讲解，让学生理解国家税收兼顾效率和

公平

3
购进农产品进项税抵

扣

购入农产品的进项税抵扣政策宽泛，让学生理解国家对

三农问题的关注

4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的差别税率

差别税率是税收公平的体现，让学生理解国家税收的公

平性和公正性

5 消费税的税目及作用
消费税国家引导消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引导学生

合理消费

6 企业所得税三新研究 三新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增加企业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引



3.3 加强思专融合的思政元素素材建设

如果把思专融合的《税法》课程教学比作佳肴的话，专业教学内容就是食材，而思政元

素素材就是佐料。“菜之美在于味，味之美在于调。”佐料是日常烹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烹调，一半在烹，一半在调。通过不同的烹调手法和佐料的相得益彰，使食材和佐

料相互交织和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最终给人一种和谐的味觉感受和体验。佐料的作

用在于使食材“有味使之出味，无味使之入味。”好的思政元素素材是激发《税法》课程教

学趣味的灵魂所在。因此， 思专融合的《税法》课程教学，还要加强思政元素素材建设。

3.4 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和实施

“课程思政”实施的基础在于实践性、活动性、主动性、参与性。“课程思政”侧重于

情感体验和行为锻炼，在进行教学内容设计时，可以注重实训与理论知识的有效融合。改革

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充分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等先

进技术的优势，营造生动逼真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体验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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