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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探索 

彭 博，樊冰瑶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国家对高校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使用 SPOC 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教

学更为必要，一是专业课课程思政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二是 SPOC 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根据“为谁培养

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目的提出针对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培养目标，对专业课思政教学进行设计课程目标

和教学目标，并将专业课内容和课程思政内容有机融合。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加强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提升大众对高校培养人才的认可度。 
【关键词】SPOC；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专业课教学；“互联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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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d the necessity of using SPOC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including the advantages of comparing this metho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n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n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 purpose of "Train a person for whom" and "cultivating what kind of person" , this paper listed several 
cultivation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based on such goals, this paper 
designed the proced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 aim is to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education, art, and lab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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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新局面。思政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

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

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总书记的讲话表明：第一，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第

二，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2]。第三，充

分发挥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育人效应[1]。 
在总书记的倡导下，近年来高校积极努力地将思

政内容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而信息时代下互联网的

发展推动了一系列新型教学技术的产生，也给新的教

育模式提供了机会，由此，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课

程思政教学十分必要。 
2 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为了贯彻总书记的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思

想，且新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在教学时空、

知识传播手段上等具有不同特点，利用 SPOC 进行专

业课思政教学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点： 
2.1 专业课思政教学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课程

思政建设的指导思想 
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让大学生了解并掌握以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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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3]，以及党的有关精神，求真务实，艰

苦奋斗的基本内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培养大学生的政治意识。但是，其他课

程也需要参与进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共同作用，帮

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4]，实现

大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层面的共同提升。而且，专业

课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课的侧重点不完全相同，专业

课课程思政不仅教授给学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5]，更是通

过专业课教师将专业课内容、实践与思想政治理论进

行融合，向学生传递一种爱国主义、文化自信、职业

道德、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2.2 基于 SPOC 是改变以往专业课“填鸭式教学”

的重要一步 
MOOC 意为“大规模公开线上课程”，SPOC 意

为“小规模私有在线课程”。在后 MOOC 时代，SPOC
既具有 MOOC 的优点，同时又在教学的多样性和交互

性、学习的体验感、学习过程的可控性和课程发展的

可持续性方面比 MOOC 具有更大优势。[6] 
（1）基于 SPOC 的课程能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

学习机会。使用 SPOC 可以让学生充分融入课堂中，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学习[7]。一

般情况下，自主学习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但

即使是同一年龄段的群体，自主学习能力也存在差异。

关于“为什么而学习”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一个

学生自身是不是主动学习，由内在动因驱动的学习才

是主动学习，内在动因指基于学生自身兴趣从而激发

学习动力。而外在动因指在一些外在压力下，迫使学

生去学习，比如考试、就业、父母期望、教师学校所

期望的升学率等。由此来看，中国的教育大多以考试

成绩为导向，通过外在动因引导学生学习。而基于

SPOC 的课程可以通过多媒体、互联网等可视化的教学

手段，很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主动学习占据主导

地位，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 
（2）促进“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

的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下，教师通常采用课堂教授的

方式进行教学，这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教育，是一种“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

等能力的提高。在 SPOC 教学模式下，学生成为课堂

的主体，在宝贵的课堂时间上，不再是教师单纯地输

出知识点，学生单纯地输入知识点，教师的任务从“传

道授业”转变为组织学生、督促学生和答疑解惑，而

知识点的内容则需要学生利用课下时间自主学习。故

而，使用 SPOC 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教育既符合高等

学校德育教育发展的要求，又能最大化地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去获取思政教育的相关内容。 
综上，如何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这一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且目前尚属空白阶

段。因此，本文针对于这一主题进行详细的研究，（1）
利用 SPOC 的教学模式，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师

生互动机制；（2）将专业课与课程思政二者有机融合；

（3）根据国家教育目的提出针对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培

养目标，并根据培养目标对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进行

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设计，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引导学生积极学习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弥

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3 专业课课程的培养目标 
高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是注重提

升学生的智育成绩，而轻视了培养学生的德育品行。

所以，根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需要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使得思政教育融入到专业课教

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励

学生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中。[1]据此，本文提出专业课课程的培养目标应具备以

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3.1 拥有专业知识，掌握专业发展前沿 
学生需要拥有专业知识，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基础

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拥有将这些知识进行应用并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充分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知悉学

科发展动态，紧跟时代步伐，启发思考，探索新的研

究领域。 
3.2 具有全球化的视野 
学生需要了解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对不同国家文

化、政策和法律的差异有深入地理解，有全球化视野，

在进行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的同时，能够与世界接轨，

能够理解不同国家文化下的多样化思维方式。 
3.3 具有有效的沟通能力 
学生需要具有较高的书面沟通技巧——撰写书面

文件能做到结构清晰、逻辑流畅且措辞准确；能够通

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展现较高的问题识别、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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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能力；能够提供有说服力的问题解决方案。同

时，应具备较好的口头沟通技巧——演讲时，表述清

晰、有逻辑与说服力；语言流利连贯，富有肢体语言，

能够引导听众充分了解所讲内容。 
3.4 具有较强的应用和实践能力 
社会工作强调的是实践能力，这与高校的应试教

育是相违背的，故而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和实践能力

是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学生完成目标 1 的情

况下，需要给予学生更多地参与、检验所学知识的实

践机会，开展多样性的实践教学。 
以上目标为专业课教学的培养目标，其具体分类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专业课教学的培养目标（下文以序号的形式出现） 

专业培养目标 

1.拥有专业知识，掌握专业发展前沿 

2.具有全球化的视野 

3.具有有效的沟通能力 

4.具有较强的应用和实践能力 

4 思政课程的培养目标 
4.1 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学生通过识别和描述商业环境中的道德问题，认

识在真实商业环境中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并给出适当

的解决方案。如今学历已经不是公司招聘中最先重视

的条件，高校尽早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念，以帮助学生招聘就业和职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 
4.2 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基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团队合作意识和团队

合作能力是当代大学生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团

队协作能力是在建立团队的基础上，团队成员之间可

以互帮互助、取长补短，发挥团队精神以释放团队最

大的能量。例如，让学生在团队任务中感受、学习女

排精神等。 
4.3 培养诚信意识 
人无信而不立。诚信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它

的形成与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有关联。诚信是做人的

标准，道德的要求，诚信教育除了可以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弘扬“诚实守

信”这一中华传统美德的需要。 
4.4 推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帮助学生根据自身条件，对自

己未来人生之路有所思考、自测和规划，帮助学生找

到学习的内在动因。推动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

对完成度进行评价与反思，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

业素养。 
4.5 树立爱国主义、文化自信 
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8]。一个强大的

民族应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尊严，这样才能增

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当代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建设

的基石，更应侧重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教育。 
通过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了

解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3]，来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文化自信。 
因此，课程思政下的专业课，不仅需要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更要进行价值引领，强化理想信念、价值

观念、道德观念的教育[9]。以上目标为课程思政培养目

标，其具体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课程思政的培养目标（下文以序号的形式出现） 

思政培养目标 

1.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 

2.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3.培养诚信意识 

4.推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5.树立爱国主义、文化自信 

5 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思政教学的设计 
根据“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教

育目的提出了 9 个针对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培养目标，

并根据此培养目标对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进行教学目

标设计。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思政教学设计，根据

课程时间点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根据从

授课形式分为线上和线下，根据课程人物分为教师和

学生。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中，并且多以案例的

形式呈现，让学生在讨论中更深入地理解。 
5.1 专业课课前线上设计与目标 
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思政教学，课前线上的设

计及对应的培养目标，如表 3 所示： 
在专业课方面：首先，通过线上工具，教师上传

专业课教学视频，发布教学任务，问题问卷；学生通

过提前观看教学视频掌握专业知识的基本框架，标注

疑难点并将疑难点填入问卷，以便教师统计问题。其

次，教师建立群聊以便师生交流，教师可以通过群聊

分享多元化文化商业概念和背景等内容；学生通过浏

览理解跨文化差异，以此来培养全球化的视野和掌握

专业发展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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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政教学方面：首先，通过线上工具，教师上

传职业道德相关案例与视频；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和阅

读案例，思考职业生涯中可能遇见的道德问题并提出

问题解决方案，以此初步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

其次，教师介绍中国古代儒商精神；学生通过了解并

学习儒商精神来树立爱国主义和文化自信。 
5.2 专业课课中线下设计与目标 
课中线下的设计及对应的培养目标，如表 4 所示： 
在专业课方面：首先，教师根据课前收集的问卷，

教授重点、难点、解答学生的疑问；学生通过积极参

与讨论和听讲来进一步掌握专业知识。其次，安排学

生进行专业相关案例讨论，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应用和

实践能力。 
在思政教学方面：首先，安排学生讨论职业道德

案例，以此来树立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其次，在教

师讲述诚信案例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 

5.3 专业课课后线上设计与目标 
在专业课方面：首先，教师利用线上工具布置作

业、练习；学生通过独自完成课后作业来掌握专业知

识。其次，教师批阅学生作业，对于多数学生的问题

进行针对性答疑，之后布置小组演讲；学生之间通过

互相帮助更正自己的错题并进行整理，再成立小组完

成小组演讲，以此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 
在思政教学方面：首先，教师利用线上工具布置

小组调研或者访谈等实践任务；学生按照教师要求找

到对应的调研或者访谈对象，学生通过团队协作将所

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其次，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实地

企业考察或者邀请企业相关人员进行讲座，学生通过

了解真正的企业工作以便更好地思考设计职业生涯规

划。 
课后线上的设计及对应的培养目标，如表 5 所示： 
 

表 3 专业课课前设计与目标 

 课前 

 
专业课教学 思政教学 

设计 目标 设计 目标 

线

上 

教师上传专业课教学视频，发布教学任务，

问题问卷 
学生提前观看视频，将疑难点填入问卷 

专业课 
目标 1 

教师上传职业道德相关案例与视频 
学生思考职业生涯中的道德问题并提出适当的解

决问题方案 

思政 
目标

1 

教师介绍多元化文化商业概念和背景 
学生理解跨文化差异 

专业课 
目标 1 和目

标 2 

教师介绍中国古代儒商精神 
学生了解学习儒商精神 

思政 
目标

5 

表 4 专业课课中设计与目标 

 课中 

 
专业课教学 思政教学 

设计 目标 设计 目标 

线下 

教师教授重点、难点、解答学生的疑问 
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专业课 
目标 1 

教师讲述职业道德案例 
学生积极参加讨论 

思政 
目标 1 

教师讲授专业相关案例 
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专业课 
目标 4 

教师讲述诚信相关案例 
学生积极参与讨论 

思政 
目标 3 

表 5 专业课课后设计与目标 

 课后 

 
专业课教学 思政教学 

设计 目标 设计 目标 

线上、线下混合 

教师布置作业、练习 
学生完成课后作业 

专业课 
目标 1 

教师布置小组调研/访谈等实践任务 
学生积极参与完成小组任务 

思政 
目标 2 

教师针对性答疑，布置小组演讲 
学生间互助答疑，完成小组演讲 

专业课 
目标 3 

教师带领学生实地考察企业，邀请企业人员进行讲座 
学生积极参与并思考设计职业生涯规划 

思政 
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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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自从互联网和教育结合以来，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一直推动教育行业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互联网打

破了时空的限制，但是在线教育想要进一步发展，需

要克服其缺点，如学习氛围不如面授课浓厚、学生的

自律性差且无法监督、教师对线上设备使用不熟练等，

所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是互相弥补的必然选择。 
本文通过研究利用 SPOC 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得到如下成果：第一，开拓了利用 SPOC
进行教学的新方向。适应了当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趋

势，以及新冠疫情加快了“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历程，

通过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学生不只是阅读教材，更

多地是观看专业课知识的视频和讨论分析案例，激发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学习兴趣。第二，将专业课与课

程思政有机地融合。与前人研究的课程思政相比，更

充分地发挥了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育人

效应[1]。第三，采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互动机制。通过

完成“线上教学-线下讨论-线上巩固与答疑”的教学过

程，让学生高效地自主地学习专业课的同时更充分理

解教学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拥有更多的自主协作学

习的机会，不仅掌握了相关的专业课知识，具有应用

和实践能力，还引领了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三观和职业道德观。对于高校而言，高校

满足了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学生的道德观

念，教学生学会做人，让学生拥有道德感。实现了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目标[10]，加强了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提升了大众对

高校培养人才的认可度。 
另外，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教学难点之一是教

学设计过程需要将课程思政内容融入到专业课教学

中，这需要对教师定期进行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培训，

以及设计教师的考核和激励内容。因此，我们未来研

究可以在本文教学设计基础上，进行实验班与普通班

的对照实验，再针对学生成绩与满意度来设计课程的

考核标准、教师的评价考核方式以及如何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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