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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文 / 侯晓丽

【摘要】任课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最终实施主体，对课程思政的落实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从任课教师视角

讨论课程思政建设问题，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理念来引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并从课程内容、教师学

生的行为规范以及具体落实三个层面论述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同时对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师在自身素质和

德育意识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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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新局面。”随着会议精神的落实，各高

校陆续开展了课程思政的探索和实践， 学

者们也对课程思政进行了相关的理论

归纳与实践经验总结。

基于中国知网文献库，以“课程思政”

为篇名作为检索词，以核心期刊和 CSSCI

检索期刊为检索对象，对所检索的文献进

行研读发现，目前关于课程思政文献的研

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课程思政的

理论基础、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课程思

政的经验总结以及课程思政的课程实践。

课程思政建设最终要通过任课教师来

实施。但在课程思政的相关文献中， 却

很少有对任课教师方面的相关研究和实践。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理念引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

的异化在当代的表现。在马克思的时代，

异化主要是肉体上的痛苦，而在弗洛姆的

时代，异化主要是精神上的痛苦。

四、消除异化的路径不同

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一

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但是随着历史的

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异化会被历史所

扬弃。由于马克思把私有制归结为异化的

根源，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除了私有

制，异化才会随之消灭，所以在《手稿》的

最后，马克思得出了结论，即共产主义是

私有财产也就是异化劳动的积极的扬弃。

他说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

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

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弗洛姆把异化的社会称之为不健全的

社会、病态的社会。虽然此时的社会物质

很丰富，但人的精神世界却极度的空虚。

他认为要消除这种异化现象必须通过革命。

因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 人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

会中，而社会的经济、政治、

文化等因素也必然会影响人，所以，要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要进

行心理层面的革命还要进行社会层面的

革命，主要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

文化革命，即全面的革命。在经济革命上，

弗洛姆与马克思提出的观点大致趋同，即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在政治革命上，弗

洛姆建议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公民

能够得到尊重 ；在文化革命上，弗洛姆

主张要让公民有批判的精神，学会批判。

五、结语

马克思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虽有诸多

不同，但仍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的异化

理论是弗洛姆的异化理论的重要理论渊源，

可以说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异化理

论的继承和发展。与马克思一样， 弗洛

姆同样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问题，

对于这种黑暗的统治带给人们生活的痛苦

他们感同身受。两个人的经历都促使他们

十分关注人的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路径

不同，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则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摆脱或者消除这种异化的

状态，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总的来说，消除异化不仅仅要靠消灭私有

制，更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不断发展

生产力，才能创造出消除异化的条件，

但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异化，这是我

们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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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教书育人

全过程，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具体来说，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理念落实到课程思政中，需要教

师教育和引导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三个层面 ：

（一）引导学生理解国家的含义以及
国家的价值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四者的核心是民富国强。每个学生应该了

解其内涵和意义，并积极践行。

（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价值取

向，四者的核心是依法治国。每个学生

都应该树立与之相应的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三）引导学生以高标准的行为规范
要求自己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

则，四者的核心是品质美德。每个学生都

应该以此为准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实现路径

（一）课程内容层面，要注重思政元
素的挖掘

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

的课程目标，结合课程内容特点，联系思

政教育的思路，挖掘出与专业课程内容相

关的思政元素，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思

政教育融入专业知识传授，构建全课程育人

格局，让学生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行为规范层面，要对教师和学
生在课堂上的行为做出严格要求

对于教师，要在仪表教态、遵纪守时、

认真备课、课堂言行、爱护学生等方面

严格要求自己，如提前到教室、收拾干

净讲台再离开教室等，都是课程思政建

设的重要表现。对于学生，要对其课堂

决策探索
2021.2 下

行为做出严格的行为规范，如不迟到早

退、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尊重教师、

帮助同学等。

（三）具体落实层面，通过教师的言
传身教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师如何对待工作、学生和周围人，

如何看待这个社会，对于学生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

此，课程思政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的言传

身教。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教育者先

受教育。只有教师能够深刻理解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课堂上才会通过言

传身教引导广大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

者。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课程思政建设对教师提出的更高

要求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
严格要求自己

教师除了要挖掘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还要在教学的方面以身作则，成

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比如，要

平等地对待学生，把学生 当成学习的主体，

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 尊重他们的想法，

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

的价值目标“文明、和谐”的理念，社会

层面的价值取向“平 等”的理念以及公民

个人价值准则层面 “友善”的理念。

（二）增强德育意识，在学校和课堂
上言传身教，做学生的榜样

教师如果没有德育意识，传道授业工

作做得再好也只是一个教书匠、手艺人。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有身为榜样

的意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时刻刻

通过自己的言行传递给学生，在成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信仰者和模范践行者

的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

极传播者。

四、结语

高校任课教师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理念，在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同时，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润物无声的方式

传递给学生，使得高校校园成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

向以及个人价值准则认同的典范， 成为

我国社会风尚和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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