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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承载着培养学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使命任务。
阐述了 “思政”二字的内涵和课程思政的发展历程，剖析了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

的三个典型问题。以问题为牵引，明确了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 “三点”原则。按照 “迎一程、

引进门、领上桌”的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思路，开展了水声工程专业本科四年一贯式专业课程思

政的改革实践。实践结果表明，学员强军责任感、专业归属感、学习体验感得到明显增强。

关键词：专业课程；课程思政；四年一贯式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８３－０４

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ａｎ，ＬＩＡＯＱｉｈａ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ｖ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ａｔｃａｒｒｉｅｓ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ｖｉｅｗｓｏｎｌｉｆｅ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ｒｅ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ｓａｒｅｇｒｅｅｔｉｎｇ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ｏｏｒ，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ｔｒａｉｎ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ｊｏｒｈａｓ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ｎｓｅ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

“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

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

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２０１９年，

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确立了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标定了军队院

校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 “为战育人”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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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指向。这些重要指示为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引领

军队院校专业课程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注入了

强大动力。

开展好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理解

其内涵与发展历程，剖析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并在专业课程建设中开展

积极的实践。在 “做中学，学中做”，走出一条极

具专业特色的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之路。

一、课程思政内涵及溯源

“课程思政”中的 “思政”含义与古文中的

“思政”含义有所不同。东汉思想家王充在 《论

衡》中记载：“太戊思政，桑谷消亡。”史学大家

东汉班固在 《汉书》中记载： “今陛下以圣德居

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唐代魏征主编

的 《隋书》中记载： “时高祖初有天下，励精思

政，妙简良能，出为宰牧。”唐代史学家吴兢在

《贞观政要》中写道，李世民 “每一思政理，或三

更方寝”。不难看出，这些语句中的 “思政”皆为

“思行善政”之意，即谋划、思考政事的意思，这

也是古文中 “思政”的重要内涵。

现如今 “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中的

“思政”则与古文之意不一致，且二者本身也存在

差异。前者中的 “思政”是思想和政治的合称、

简称，重在描述 “课程”的主要内容与属性。后

者中的 “思政”之意可从 “课程思政当如盐入水”

中得以理解，即 “育人”，重在描述 “课程”的

功能。

“课程思政”一词最早是由上海市委、市政府

于２０１４年提出来的［１］。随后，以上海大学、复旦

大学为排头兵的上海各高等院校，积极开展教学

改革的试点工作。经过不断努力，形成了一套具

有时代感和高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与形式，

并将其命名为 “课程思政”。这就是 “课程思政”

一词的最初由来［２］。

对课程思政认识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三次重要

会议分别是：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
教育界普遍认为，这三次会议分别标志着课程思

政认识的起点、深化和成型三个重要阶段。习总

书记在大会上的三次重要讲话更是课程思政建设

的根本遵循。

总体来说，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一

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是一种教学方法。它

承载着培养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使命任

务［３］。军队院校课程思政的本质是落实新时代军

事教育方针中的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 “为战

育人”核心指向［４］。

二、军队院校课程思政问题剖析

专业课程是军队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

体，是生长军官作风养成、专业锤炼和价值塑造

的最主要阵地，对发挥课程育人功能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当前，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仍

存在三个典型问题。

一是硬思政，难以软着陆。这是专业课程思

政的痛点。往往为了思政而思政，存在贴标签、

硬融入的现象，学员可清晰地感知到 “开始思政

了”的讯号。思政 “如油入水”，有味有痕，距离

有味无痕的 “如盐入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是单门专业课程思政，未形成育人合力。

这是专业课程思政的堵点。专业课程大多根据各

自的特点针对性地开展思政，进而完成各自的

“任务”。更多地是着眼于专业课程教学链上的

“环”，没能关注点与点之间的 “扣”，缺乏专业课

程思政整体联动意识。说到底，是没能站到专业

育人高度和同向同行角度思政，使得专业课程思

政建设有 “环”却不能相 “扣”。

三是未全程贯穿本科四年，专业特色不鲜明。

这是专业课程思政的难点。在科学文化课和专业

课程学习的不同阶段，教员根据各自的教学重心

都会采取相应的课程思政方法，但往往相互割裂，

使得学员在入学之始不能从专业视角看待科学文

化课程学习的重要性。而到了专业课程思政阶段，

又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人云亦云、专业特色不明显

等现象，课程思政的效果自然也就难以保证。从

根本上来说，是没有从专业育人的角度形成贯穿

本科四年的专业课程建设思路。

三、军队院校课程思政解决思路

首先，确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 “三点”原

则。一是把做人做事的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作为专业课程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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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的基本点，这是军地院校育人的共通之处。

二是把为战育人作为专业课程思政的立足点，这

是军地院校育人的本质差异。三是把专业文化作

为专业课程思政的突破点，这是军队专业特色的

集中体现。

其次，确立不同类型专业课程在课程思政中

的地位和作用。“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这里的 “守”不是死守。正如理学大师朱

熹笔下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专业课程思政要找到源头、疏通下游，既承前又

续后。这就需要把握好专业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

地位，打通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通道，找到开展

专业课程思政的合适方法。例如，充分利用专业

背景原理课程的铰合链功能，在大一、大二时主

动进行思政服务；充分展现专业主干任职课程的

挑大梁功用，在大三、大四上学期时发挥主体思

政作用；充分发挥专业综合实践课程的压舱石功

效，在大四下学期对接战位思政效应。

最后，确立 “迎一程、引进门、领上桌”的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迎一程”，就是专业教

员从学员入学时就主动对接，讲清科学文化课与

专业课之间的关系； “引进门”，是指通过介绍专

业课程将学员引进本专业的大门，紧紧抓住课堂

育人主渠道开展课程思政； “领上桌”，即专业教

员引领学员品味专业大餐，深度挖掘专业作战应

用方向所蕴含的思政内容。

　　四、海军工程大学的实践：以水

声工程专业课程思政为例

　　我校水声工程专业在专业课程建设中，研究
并利用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教育教学规律与特

点，以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为牵引贯穿本科四年，

确定了阶段主题与活动育人方案，形成了一贯式

专业课程思政实践路径。水声工程专业课程思政

实践路径如图１所示。
在大一阶段，主要实现学员从向往军校到专

业感知的转变。由民到兵，重在着色。以宣讲军

体活动为主要手段，开展 “大学学习方法”传授、

“水声专业发展史”宣讲、“师生一起练”等活动，

形成对水声专业的感性认知，增进师生感情，培

树专业热情。“大学学习方法”传授活动，由专业

课教员与大一学员交流学习心得，帮助新生尽快

适应军校环境。“水声专业发展史”宣讲，由专业

教授亲自为学员讲述学科的历史变迁、科研方向、

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及感人事迹等，有效提升新

生对专业的认同感。“师生一起练”活动，通过教

员与学员在竞技比赛中的团队合作，拉近学员与

教员之间的距离。

在大二阶段，主要实现学员从基础学习到专

业体验的转移。由表及里，重在染色。以学长交

心、趣味活动为主要手段，开展 “水声工程专业

导论” “学长有话说” “嘈杂环境中的听力辨识”

等活动，厘清水声专业课程与基础课程之间的关

系，搭建高低年级专业学员交流平台，对接专业

原理。“水声工程专业导论”活动，由专业带头人

就专业课程与基础课程之间的关系作主题讲座，

充分厘清学员对学科逻辑的清晰度，并观看 “水

声专业导论”微课。“学长有话说”活动，邀请优

秀的大四专业学员和研究生学长答疑解惑，讲解

他们心中的专业和自己的经验，以及大二学习课

程与后续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实现以学员促学

员的快速成长。 “嘈杂环境中的听力辨识”活动，

是让学员感受今后岗位中声纳听音的环境、对象

和方法，明晰大一、大二所学知识与听音训练之

间的关联度，增强课程学习的指向性。

在大三阶段，主要实现学员从公共课程到专

业课程的转接。由浅入深，重在浸色。以讲故事、

看电影、现地体验为主要手段，组织 “水声原理

小故事”“反潜电影放映周”“郑兆宁专修室体验

日”等活动，夯实基础原理，学习先辈精神，激

发专业兴趣。开展 “水声原理小故事”活动，由

教员和学长一起挖掘并讲述课程背后的声学原理、

水声学原理趣味小故事，于小故事中明白水声的

大道理。“郑兆宁专修室体验日”活动，由教员带

领学员温习老一辈楷模郑兆宁教授的学习笔记。

在场景不变、时空交换的情景中，牢固树立学员

勤奋好学的目标感，于无言中感受专业前辈对国

家忠诚以待、对专业孜孜以求、对岗位奉献以身

的精神。

在大四阶段，主要实现学员从教室座位到专

业战位的转换。由内而外，重在显色。以展示风

采、学习先进为主要手段，开展 “我的家乡与水

声”展示、“专业优秀毕业生”报告、“危险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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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声工程专业课程思政阶梯式实践路径图

反潜战”精英游戏赛等活动，进而认同专业价值、

感受榜样力量、提升专业自豪感。“我的家乡与水

声”展示，由每位学员挖掘与水声密切相关的家

乡人、家乡事，设计并制作板报，将人、事、情

融于一体。基于家乡视角，实现专业认同。通过

家乡情怀，提升专业自豪感。在部队院校联合育

人模式下，开展 “专业优秀毕业生”专题报告活

动，邀请各主战部队水声岗位的优秀毕业生为学

员讲述部队的故事、岗位的故事，缩短院校座位

与部队战位之间的距离。“危险海域反潜战”精英

游戏赛，由学员自行选定作战对象，设计水下作

战方案，在攻防中实现专业知识的应用，于游戏

中实现技术与战术的结合。

通过每年不同主题下的专业课程思政活动，

打通 “着色—染色—浸色—显色”的育人路径，

为学员注入红色基因，让学员彰显蓝色情怀。

本科四年一贯式专业课程思政实践的典型效

果是增强了学员的强军责任感、专业归属感、学

习体验感。一名学员在课程总结中写道：“通过专

业课程思政，学到更重要的是态度，是能将事情

干好干漂亮的态度，有一颗上进心远比死读书重

要得多。”另一名学员写道： “一贯式专业课程思

政将之前经历过的生活现象赋予了科学解释，这

是实实在在的传道授业，教会了我们干事情理应

具有的态度、热情、诚心。”

五、结语

军队院校专业课程思政需把握课程思政的内

涵，根据军地院校教育的本质差异，依托专业特

色，研究不同专业课程的特点及其在人才培养中

的作用，开展针对性的专业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

此外，专业教员应尽早介入，集体发力，四年一

贯，切实发挥专业课程思政在高素质新型专业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为形成三全育人的大格局发挥

应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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