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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goal in modern society, requiring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backdrop of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undertakes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versatile talents tha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a 
multi-perspective research approach, it dissect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
tie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ordi-
nated teaching, and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well-rounde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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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高校课程思政领域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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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的定义、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这些研究为探明了十八大

以来我国高校课程思政领域的热点问题，揭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首先，对于“课程思政”教学的学理理解，主要观点包括将专业课作为

学校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重要载体，通过专业课程促进学校思政教

育体系的完善构建，为学生打造一个广阔的思政知识学习平台[1]。其次，关

于课程思政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研究指出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综合

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想觉悟[2]；另外，课程思政的实施情况来看，存在

落实不全面、深入和充分的问题，本质上是课程思政教育目标模糊，实施过

程缺少目标的核心引领[3]。至于研究趋势，未来可从高站位的立场、强浸润

的环境和多视角的规评价等三个方面开展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同时，立德

树人被视为课程思政的价值旨归和活的灵魂[4]。然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高

质量发展下，高质量发展和课程思政的学理的发展性梳理有待深入研究[5] [6] 
[7]。高质量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的角色至关重要，而课程

思政的学理性则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本论文旨在围绕高质量发展、

课程思政和学理性这三个关键词展开深入的述评[8] [9] [10]。 
目前一般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指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实现可持续性

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等手段，推动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发展模式。

课程思政：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各门课程教学中的一种教育

理念和实践。它强调在传授学科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

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学理性：学理性是指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观

点等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的能力。具备学理性的人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对问

题进行严谨的思考和论证，形成有根据、有逻辑的观点和结论。本文基于以

上背景、概念和问题，通过对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学的理性分析，探讨

课程思政学的内容合理性、知识科学性、价值观科学性、教学方法科学性和

教育评价科学性等方面的优化路径和策略。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综合研

究，本论文将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以推动课程思政学在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的持续发展和优化。 

2. 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科技强国到教育强

国，再到人才强国，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在这一背景下，课程思政的重要

性不可忽视，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必然选择。 

2.1. 培养合格公民和复合型人才 

高质量发展要求社会成员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正确的价值观和强大的

综合能力。课程思政通过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具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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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神、领导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合格公民和复合型人才是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之一。

首先，课程思政通过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和法律法规，

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如诚信、责任、公正和尊重等。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

学习，能够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行为准则，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品质。 
其次，课程思政通过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发展目标，

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

能够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

标，注重公益和社会责任，具备担当和奉献的精神。 
此外，课程思政通过教育和引导学生发展综合能力，包括创新精神、领

导能力和国际视野。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创新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领导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全

球视野的能力。这些综合能力对于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和经济要求，具有

重要意义。 

2.2. 强化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高质量发展要求个体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课程思政通过

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社会问题和挑战，增强他们的国

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学生在课程思政的教育中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

员的重要性，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强化国家意识是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之一。课程思政通过

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国家的发展战略、历史文化、制度建设和国际地位等方

面的知识，增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

能够深入了解国家的发展需求和挑战，认识到个人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意识

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培养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加强社会责任感是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另一个重要目标。课程思政

通过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

公民意识。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

性，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作出贡献。 

2.3. 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 

高质量发展要求学科的前沿知识和技术的推动。课程思政通过融合思想

政治教育与学科课程，使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学科的社会责

任和应用场景，增强对学科发展的认识和兴趣。通过课程思政的引导，学生

能够关注学科的发展动态，培养创新思维和学术探究的能力，推动学科的发

展和学术的创新。 
促进学科发展是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之一。课程思政通过

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课程，将学科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够

了解学科的社会责任和应用场景。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能够认识到学

科知识的价值和重要性，理解学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并积极参与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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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活动。 
同时，课程思政通过引导学生关注学科的发展动态，培养学生对学科前

沿知识和技术的敏感性和兴趣。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能够了解学科的

最新研究成果、前沿领域和学术趋势，培养对学术创新的探索精神和思辨能

力。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学科研究和创新实践，推动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的创新。 

2.4. 增强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高质量发展要求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课程思政通过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引导他们树立和谐共处、尊重多元

文化和价值观的意识。学生在课程思政的教育中能够学会积极沟通、解决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为社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增强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是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之一。课

程思政通过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培养他们尊重多元

文化和价值观的意识，倡导和谐共处和包容性。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

能够理解不同文化、宗教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异，培养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

能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课程思政还通过教育和引导学生学会积极沟通和解决矛盾的能力，培养

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能够理解和

尊重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学会开展有益的讨论和对话，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

他们能够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社团组织和志愿者活动，推动社会的和谐

发展。此外，课程思政通过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的规则和法律，培养他

们的法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精神。学生通过课程思政的学习，能够了解法律

的作用和意义，遵守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他们能够

树立正确的权益意识，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为

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3. 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学理性分析 

3.1. 课程思政的学理性分析 

学理性是指学科或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性，是基于系统的理论框架和

科学方法进行思考和研究的过程。在课程思政中，学理性强调课程内容和教

学方法的科学性、理论基础和合理性。课程思政的学理性指的是在高质量发

展的背景下，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当代社会

发展的实际需求和价值观，以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础，通过合理的课程设

置和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基础和科学性、

实践导向和应用性、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创新性和思辨性、人文关怀和情感

教育。 

3.2. 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学理性分析 

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学理性分析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理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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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知识结构的科学

布局：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的知识结构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相契合；教学

方法的科学运用：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与学科特点和学生需

求相匹配；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的评价体系能够

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政效果；学生发展的全面关怀：

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体差异。 

4. 内容合理性 

价值观引领的内容设计：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相一致，能够引领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学科知识与思政教育的融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的内容与学科知

识相结合，使学生在学科学习中体会到思政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实践活动的贯穿与应用导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具有实践性和应

用性，能够将学习内容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多样化的学习资源与信息渠道：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的内容充分利

用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信息渠道。课程思政可以通过利用图书馆资源、网络

平台、多媒体技术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和信息来源。 
时事热点与社会问题的关联：高质量发展要求课程思政的内容与时事热

点和社会问题相联系。 
融合多元文化和全球视野：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应该注重融合多元

文化和全球视野的要素。 
面向未来的创新意识：高质量发展要求学生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高质量发展要求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5. 知识科学性 

在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知识科学性体现了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理

性和科学性。它要求课程思政的内容不仅要具备实践性和应用性，还需要基

于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确保所传授的知识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首先，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知识科学性要求其内容基于科学的方

法和理论。其次，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知识科学性要求其内容具备学

科内部的逻辑性和连贯性。此外，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知识科学性要

求其内容具备开放性和包容性。最后，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知识科学

性要求其内容具备前瞻性和创新性。 

6. 价值观科学性 

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价值观科学性是指课程内容中所蕴含的价值

观观念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科学性。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价

值观科学性对于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以下是对高质量发展下课程

思政的价值观科学性的深入探讨。 
首先，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价值观科学性要求课程内容中所体现

的价值观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其次，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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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价值观科学性要求课程内容中的价值观观念基于科学的研究和理论。另

外，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价值观科学性要求课程内容能够引导学生形

成自主、深入的思考和判断。此外，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价值观科学

性要求课程内容关注当代社会的变革和挑战。 

7. 教学方法的科学性 

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在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中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性

的教学方法可以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养的

提升。以下是对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科学性的深入探讨。 
首先，科学性的教学方法应基于教育科学的原理和理论。其次，科学性

的教学方法应具备实证研究支持。另外，科学性的教学方法应注重个性化和

差异化的教学。此外，科学性的教学方法应与现代技术和工具相结合。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学方法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在线学习平台、虚拟实验

等技术手段，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互动学习环境。教师可以利用智能时代

的教学工具和应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和反馈。科学性的教学方

法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工具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 

8. 教育评价科学性 

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的教育评价科学性是指基于科学的原理和方

法，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进行全面、准确、公正的评价。教育评价的科学性

对于指导教学和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至关重要。以下是对高质量发展下课程

思政的教育评价科学性的深入探讨。 
首先，科学性的教育评价应基于明确的评价目标和标准。其次，科学性

的教育评价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和工具。另外，科学性的教育评价应关

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进程。此外，科学性的教育评价应注重评价结果的

有效反馈和利用。评价结果应及时、明确地反馈给学生和教师，帮助他们了

解学习成果和改进方向。 

9. 结论 

在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学理性、内容合理性、知识科学性、教学

方法科学性和教育评价科学性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要素相互交织，

共同构建起高质量发展下课程思政的整体框架。课程思政通过培养合格公民

和复合型人才、强化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以

及增强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等方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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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 Keywords in Chinese) 

高质量发展下的课程思政浅谈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目标，其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

发展相统一。课程思政学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承担着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

复合型人才的使命。论文深入探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课程思政的内涵特征，

通过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剖析课程思政在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社会责任感和

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研究将为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支

持，推动协同教学的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课程思政学，内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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