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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合 

 

  北京联大挖掘各门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建 27个示范课堂—— 
 

“课程思政”推动课堂教学改革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通讯员  林敏 
 

    “通过了解这些历史遗迹，我们需要唤醒自己的良知与记忆、斗志与发展的梦想。”北京联

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师李文文在野外写生的过程中，发现北京市革命历史遗迹众多，分布广、

类型多，于是就将挖掘革命历史题材作为文艺创作素材，带领学生在采风创作过程中参与到革命

遗址保护和宣传教育中。 

    “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是‘和’，正确把握这个精髓，有利于专业的学习，同时‘和’是中

华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物质之间和谐关系的各个方

面。”旅游学院餐饮管理系教师桑健在“饮食文化概论课”教学内容中有机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容，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体会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 

    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全国和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

开以来，北京联合大学把“课程思政”列为学校一把手工程，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

教学管理，推动全校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 

    “课程思政就是要挖掘、发挥各门课程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教学中。”

作为学校党委书记，韩宪洲多次向教师们强调这一点。 

    2017 年 10 月，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在北京市属高校率先制定了《关于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的实施意见（2017—2018）的通知》，其中要求各门课程都能“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艺术学院表演系教师、党支部书记毛美娜说：“最初，老师们都很苦恼，不知如何将思政的

内容融入课堂，只能生搬硬套地做到课程+思政。在慢慢摸索中，老师教书育人的意识不断增强，

在集体备课、研讨交流、学习相关理论文章后，老师们慢慢开窍。” 

    “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表演系的师生一下子点燃起创作爱国主义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创作热情，推出了《青春之歌》《护国胡同》《诸葛孔明》《二战中的

帅克》等一批爱国、爱家等原创剧目，营造学院浓厚的育人氛围。”毛美娜说。 

    “课程思政”是什么？怎么看？怎么做？为了攻克难关，2017年，北京联合大学相继承担了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应用型大学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难点攻关项目和“加强教

师党支部建设”党建难点项目。在研究和调研两个项目的过程中，学校党委敏锐地发现，“课程

思政”与“教师党支部建设”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教育者先受教育”，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

自我修养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这是“课程思政”的关键点和难

点。 

    为了鼓励广大教师自觉深化对专业、课程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的认识，适应新时代要求，学校阶段施策、循序渐进，先后召开学校党建工作会、“课

程思政”推进会等一系列研讨会，建章立制，形成“校院整体推进、系（部）主导、教师主体”

的工作思路，并统筹线上线下各方面资源，推动形成“学校有氛围、学院有特点、专业有特色、

课程有品牌、讲授有风格、成果有固化、教师有榜样”的工作格局。 

    目前，在北京联合大学，“课程思政”参与面广。全校 15个二级学院全部参与并制定了“课

程思政”实施细则，有 70 个专业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全校近一半的专任教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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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建设了 27 个示范课堂。而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结合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让北京联合大

学的课程体系有了原创的红色文化和独特的北京味道。 

    “近年来，北京联合大学学生赴藏、入伍人数均占居北京高校首位。而北京 10 年选聘的大

学生村官中，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的大学生村官有 2000 多人，占到全市的 8%。”北京联合大学

党委副书记周志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