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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析 

张 维 

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其以质量建设为主线，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国际化教育需求的发展宗旨下，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兼具语言能力与专业能力的

应用型人才。在当前大思政育人的环境下，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推进课程思政尤为重要且必要。新时代下的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需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专业课中将思想政治教育润物无声的融入教学的全过程是每一

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师应有的责任。基于此，只有把思想政治理论和中外合作项目专业教学融合起来，才能实

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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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Under its development purpose of focusing on quality construction and continuously meeting the 
people's needs for diversified, high-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t has delivered a large number of applied talents 
with both languag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o the society.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to promot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in the new era need to be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ject teacher to 
silent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Based on 
this,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with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projects, can the goal of all-round educatio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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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建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任务，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专

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明确了构建全程、全

方位育人的大格局。1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0-06-01)[2021-8-11]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
00603_462437.html。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作为高等教育

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满足了老百姓多样化的教育需

求，也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曾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

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然而，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模式下的思政教育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1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  
1.1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课的教学特点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十分重视国内课程与外方课程

体现的融合。以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英国高等

文凭项目为例，学生除了要完成基本的英语语言学习

获得较好的雅思成绩，还要完成大量的外方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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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好出国前的专业衔接准备。两年近六十门专业课

的教学任务造成教师更偏重专业课中知识点的传授。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多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课学习

效果，忽视了在课堂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来讲，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专业课教学上呈现出功利性的特

点。  
1.2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课教师对融入思政内

容意识薄弱 
大学课堂采用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主要

的教学模式，专业课教师在繁重的课程教学压力下往

往过多注重的是提高学生在项目学习中的文化输入能

力，单纯的认为思政教育只是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任务，

在意识上将思政与专业完全分离开来。逐渐形成了“专
业无思政，思政不专业”的情况。“专业无思政”正说明

了“专业教育与思政的‘两张皮’问题”，也就是说，专业

教育与思政教育完全割裂，毫不相干，对学生的要求

是片面追求专业的发展而忽视思想品德的培养。2

2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另一

方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教师思政意识薄弱还体

现在自身思想政治意识淡薄的问题上。一些专业课教

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不够，平时鲜少关注研究政

治热点，导致难以全面透彻的将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

话题给予分析，在教学中容易出现有理说不清的现象。

一些教师为了避免在教学中出现心有余力不足的尴尬

处境，进而完全回避思政话题。  

在新的形势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课程

思政的重要性更加明显的凸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将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涵深入他们的心中，是当前思政教育的研究重点。

首先，合作办学项目的特殊性与高校专业课程思政的

客观要求相契合。以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英国

高等文凭项目为例，因引进国外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

式，课堂上主要讲授的是国外的专业理论和社会文化

规则，所以学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西方的价值观念。

这给我们的高校大学生吸收更多世界文化的机会。与

此同时，也增加了他们思想方面出现偏差的风险。这

种情况下，社会阅历较少、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学生极

有可能会受到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生活方

式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此以往，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

中华文化将有被异化的风险。因此，对学生进行中华

                                                             
2丁洁,范丽娜,肖闯，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施路

径，中国知网. 

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熏陶，课程思政教育刻不容缓。

因此，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模式下，学校应强化学生

的思政教育，防止学生出现“崇洋媚外”的倾向。在专

业课教学中融入适当的思想政治内容，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意识形态，端正思想态度，不受不良的风气和

文化的侵袭，在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提高他

们的“家国情怀”，促进他们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更好

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我国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努

力。3

3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路

径  

 

3.1 加强专业课教师融合课程思政的意识  
教师作为学问之师，要始终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

方能教育学生。在教育方向上坚定自己的理想信仰和

政治立场，自觉做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典范，对所讲授的课程思政

内容能够高度认同。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一线教师

大多具有留学背景，接受过国外教育，自身思想状态

和政治理论素养不一，要想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复杂

的环境中开展好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必须加强一线

教育工作者的理论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梦”、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等。时刻保持自己作为高校教师“立德树

人”的责任感，担负起对学生思想方面的引导和正确价

值观的灌输工作。  
3.2 提升课程思政内容的传播效果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各类

课程的育人功能，思政元素必然成为专业课教学话语

体系的话语内容。那么在话语的表达上，需要实现由

政治话语、专业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变。面对新时代

的大学生，要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提高课程

中思政教育的传播效果，在话语表达上则要求一线教

师使用青年人能听懂和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生动活

泼的大众话语简单直白，承载了丰富的生活气息，能

够充分的触动青年人的心弦，是青年大学生更容易接

受的表达方式。专业课课程思政不是政治课，教师在

教学传播上应较少理论的直接宣讲和生硬灌输，用鲜

活的语言讲解具体社会现象，用专业的见解分析事件

产生的前因后果，在讲授外方课程知识点和案例分对

比解析中外两国的不同之处，以学术的理性来赢得青

                                                             
3郭真，赵允婧，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
以中国英语为例，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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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子的推崇。  
提升课程思政内容的传播效果还需在内容选择上

实现抽象香具体的转变。专业课教学活动中的专业性

和学科性尤为突出，专业学术理论构成的教学内容因

其抽象性已经容易让学生产生疏离感和抵触情绪，影

响学习效果。如若在专业课程思政中继续将抽象理性

的政治理论加入教学中，势必无法达成课程思政的目

的。要增强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效性就取决于教学内容

同社会现实的相关性和契合度。课程思政教学要利用

网络，主动发现选择当代青年关注的热门话题，将生

涩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故事融入到教育教学中。只有

“把教师想说的与学生想听的有机结合，才能让有意义

的内容有意思，让有深度的理论有温度”。 
3.3 延伸教材内容，融入我国价值观和文化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特殊性，为了项目学生

更好的衔接出国后的课程，国内的专业课教材大多使

用外方教材。该客观事实给项目一线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造成了不少困难。如何将国外课程知识与中国思想

理论、中国价值标准等相融合是每个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具体到教学实施层面，以武

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英国高等文凭项目《商法导

论》为例，在讲授英国的法律体系时，可以结合中国

的法律体系进行对比，在学生了解西方法律体系的同

时了解我国法制的发展过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深化其文化认同感，树立民族自信和制度自信。  
综上所述，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模式下，课程教

学应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学生专业能力，培养学

生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的同时，充分融合中国元素。

真正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契合，让思政教育和

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破解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专

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难题，构建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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