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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赋能创新推动高校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摘要：南京财经大学张帆研究认为，近年来，江苏高校立

足思想引领、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大力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同向同行取得成效，但是也存在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融合

不足、教育双方功能定位不明晰、育人载体结合不充分、思政

资源配置不均衡等掣肘。对此，建议依托数字平台建设，构建

全方位协同育人新机制；基于数字资源共享，深挖协同育人学

科专业特色优势；运用数字教学工具，打造协同育人创新示范

课程；借助网络虚拟技术，拓展协同育人多元渠道与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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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思政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课程思政是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合进各类专

业课程的重要举措。通过数字赋能创新推动“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

样培养人”的重要抓手，也是实施科教兴国和数字中国战略

的必然要求。南京财经大学张帆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思

政专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效能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通

过分析江苏高校思政育人的基础条件，剖析数字赋能“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价值和路径，提出针对性

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存

在的问题 

目前，全省 168 所高校中已遴选首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 183 门，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61 门、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1 个，位居全国第二。虽然“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建设的显性指标走在前列，但二者的协同育

人功效有待进一步发挥。 

1. 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融合不足。一是思政课程“大水

漫灌”有余，“精准滴灌”不足。思政课教师学科背景单一，

难以对不同专业学生开展个性化思政教育；思政课程资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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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对不同专业课程思政的引领和支撑明显不够。二是课

程思政存在“表面化”“硬融入”现象。专业课教师对课程

认知重技术属性、轻社会属性，容易照搬思政课元素，对专

业知识点自身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挖掘不足，难以将价值观

引导统一于知识传授。 

    2. 教育双方功能定位不明晰。一是教师育人意识和育人

能力有待提升。通过对南京、扬州、南通 3 市 11 所高校的调

研和访谈发现，70%以上的教师普遍注重专业知识更新，但

往往忽视向群众学习、向实践求真，导致实践中蕴涵的感性

的、零碎的、表象的思政元素难以转化为理性的、完整的、

系统的育人元素。二是学生自我教育和朋辈教育尚待加强。

调研发现，47%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当前的思政教育尚未充分

匹配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需求与发展目标；63%的在校大学生

表示朋辈交流以娱乐化、碎片化信息为主，对价值引领关注

不够；82%的在校大学生感知自我教育的能动性、创造性和

内驱力不足。 

3. 育人载体结合不充分。一是多元渠道育人优势发挥不

足。调研显示，86%的高校在思政育人工作中主抓思政课程

纵向贯穿渐进，兼顾课程思政横向功能互补；但仅有 31%的

高校在思政育人过程中灵活运用双创资源、网络资源、集成

平台等实践载体和多元渠道。二是思政育人途径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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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的思政课程仅采用传统线下教学，单向度理论讲授为主，

多向度思想互动匮乏，尤其在资源共享性、时空拓展性、多

向互动性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4. 思政资源配置不均衡。一是育人队伍仍待扩大。据教

育部思政课教师平台统计，截至 2022 年底，江苏全省高校专

职思政课教师和学生比例达 1：331，师资配置偏低。二是地

区、城际差距有待弥合。江苏评选认定的首批省级课程思政

示范高校中，90%位于南京。首批认定 52 个省级课程思政示

范专业，34 个分布于南京高校，占比 65.38%。首批认定的

98 门江苏省高校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南京高校入选 59

门，占比 60.2%，徐州 9 门位列第二，镇江、苏州分列第三

第四。思政课教师及示范地区优质育人资源相对集中，其辐

射空间有待提升。 

二、数字赋能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

人的价值所在 

2022 年 11 月和 2023 年 1 月，江苏省教育厅相继出台《关

于推进新时代高等继续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大

力推进高校教学数字化工作的意见》，要求开齐开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合创新，促进江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对高校“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价值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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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现思政教育目标精确定位。大数据分析可借助于注

意力识别、动态捕捉和数据关联分析等智能技术，准确定位

教育对象的学习轨迹，精确把握教育对象的个性需求，突破

传统思政教育仅以专业、班级为标准进行对象区分的桎梏。

通过按“思想观念的差异性”为标准对教育对象进行分类，

从技术层面支撑高校分批次、分圈层开展针对性育人活动，

科学设计以“经验+数据”为依据的定制化协同育人方案。 

2. 促进思政教学内容精准推送。通过大数据精准识别和

数据画像，科学分析学生的内容偏好和知识期待，进而选择

针对性强、亲和力高的思政教学内容，更好适应学生个性化

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信息迅速生成和反馈的权衡机制，

可通过智能屏蔽技术防范教学内容失当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

风险。此外，基于关键词、社会网络热点分析等数据处理技

术还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全周期可视化分析和实时优化，实

现思政教育工作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兴。 

3. 助力思政育人时空有效拓展。基于大数据和网络互联

技术构建的物理、资源、社交时空有机融合的教学场景，深

度拓展育人时空边界。数据传输、数据共享、数据共建所搭

建的育人资源平台，打破学科、校际、城际资源藩篱，集聚

整合思政资源。目前，智能校园、智慧课堂已逐步普及，适

当开发和运用 VR、AR、XR 等智能技术和智慧数字教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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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构建教育实案实景，开创沉浸式学习体验。 

三、数字赋能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

人的对策建议 

1. 依托数字平台建设，构建全方位协同育人新机制。一

是利用数字平台的数据实时更新存储功能，通过对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学习数据的快速提取和内在逻辑连接，将孤立的

思政育人元素体系化、结构化，统筹制定思政育人方案。二

是依托硬件优势，以“智能+”推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

同教师的思政育人资源系统化共享。思政教育数字平台可分

层开设校本库、公共库、联盟库，整合汇聚思政育人元素，

实现院际、校际、城际层面共建共享。三是将思政建设效能

融入“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一流

专业及课程建设之中，抓取平台数据信息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量化高校思政育人成效。引导高校把课程思政纳入教学单位

重点工作，有效支持“三全育人”。 

2. 基于数字资源共享，深挖协同育人学科专业特色优势。

一是发挥学科优势，强化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联动，建

设“四个一”课程思政模块库（即一个学科交叉研究网络，

一个特色学科建设引擎，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课程思政项目

组，一系列思政育人专题培训）。二是在专业思政框架下丰

富和深化课程思政育人资源，将学科专业资源转化成育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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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有机统一。三是把握专业

规律，突出不同学科专业思政育人重点，如理学类专业课程

思政要强化科学伦理教育，工学类专业课程思政要注重工程

伦理训练等。 

3. 运用数字教学工具，打造协同育人创新示范课程。一是

依托教育部、教育厅思政示范课程建设契机，运用数字技术，

打造线上思政示范课“组合拳”，包括思政品牌课、人文精

品课、专业特色课、实践优势课等。二是鼓励高校选拔思政

示范课程录制慕课并上线中国大学慕课平台，充分发挥线上

示范课推广快、辐射强的育人优势，弥补思政课师资配比不

足的短板。三是运用数字技术革除传统教学弊端，开发“技

术+终端+网络+平台+资源”的“五位一体”课堂范例，以课

程教学改革带动课堂建设。 

4. 借助网络虚拟技术，拓展协同育人多元渠道与载体。一

是出台教学业绩评定政策，引导“以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

的传统教学范式向线上线下、理论实践交织的“双线混融”

范式转变，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融会贯通、互为表里。

二是鼓励创新数字化教学组织形态，建设由教学名师引领、

院际校际联动、产教协同创新的虚拟教研室，邀请行业专家

走进线上线下思政课堂，实现理论实践双元驱动。三是开展

主题演讲、理论微故事、案例编写等丰富多彩的思政理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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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活动，凝练每门课程的主打实践形式，发挥融入式、

嵌入式、渗入式协同育人效应。 

 

（作者张帆，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江苏现

代财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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