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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专业教师的育人能力建设①

尤芳舟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摘 要：全面提升高校专业教师的育人能力，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是加快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有力抓手，是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青年学生

全面、健康发展的坚实保障。作为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对学生的价值塑造是核

心，知识传授是根基，能力培养是归宿。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专业教师的专业

育人职责有待明确，育人意识有待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有待夯实，思想政治素养有待提高；

专业课程思政能力有待锤炼，育人方法有待改进。为确保实现专业课程的育人目标，全面提升专业

教学育人效能，高校专业教师必须深入理解课程思政内涵，明确育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

习，提高个人思政素养和文化素养；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思政元素，丰富创新教学设计；关注

时政热点，优选思政教育资源辅助专业教学；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建立师生全程、实时良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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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堂是立德树人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

高校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责任主体和

实施主体。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要求广大教师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在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的同时，挖掘其他课程和

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

全程全方位育人。［1］这不仅为思政教育改革指明了

发展方向，同时也对其他专业课教师的育人能力

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基于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大格局的课程思政建设理念，从提升高校专业

教师育人能力的重要意义、构成高校专业教师育

人能力的基本要素、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力的现

状分析以及育人能力的提升路径四个维度，阐释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专业教师的育人之道，探讨

新时代高校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方向。

一、提升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力的重要意义

（一）推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围绕“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做出重要部署，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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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位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

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2］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才

能适应新时代、赢得新时代、领跑新时代。高等教

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

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迫切。［3］因此，高等教育强国要在教育强国建设

中先行实现。

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的战略制高点，教师是

制高点的制高点；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培

养教师是根本的根本。［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5］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提升高校立德树人实效，加快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必

须全面提升所有学科专业教师的育人能力。面对

新时代新要求，高校专业教师必须主动适应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开展专业课程思

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把专业育人与国家发展、民

族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立德树人贯穿专业教

育教学全过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探索新时代专业教育教学

方法，基于专业特点不断提高育人本领，牢记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有力抓手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只有培养出一流人

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

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办好我国高校，办出

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这个核心点，回归教育教学本位，将立德树人

落到实处，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6］

2021年 1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

确提出构建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根本标准的评估体

系，通过强化立德树人基础、指标和制度建设，加

强学校办学方向、育人过程、学生发展等方面的审

核，引导高校构建“三全育人”格局,“五育并举”培

养担当民族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真

正让立德树人落地生根。［7］

我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要办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校，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

的现代教育，着力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高校专业教师的育人能力是关键因素。

高校专业教育教学必须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导向，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

专业教育教学始终，引导学生树牢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学生的成长奠定科

学的思想基础；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

相结合，深度挖掘专业课程蕴含的德育要素，结合

不同专业特点，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多渠道、多层

次、多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回归教育教

学本位，以德立身,以德施教，才能培育优良校风和

学风，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只有不断创新高校人才

培养机制，坚持把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

才能有效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提高社会

主义办学质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选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在

专业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离不开一支

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专

业教师队伍。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全国广大

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8］2016年 9月，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市八一学校并发表重要讲话，

号召广大教师做学生的“四个引路人”：要做学生

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

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

人。［9］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对广大教师提出

了“四个统一”的时代要求：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

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

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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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统一”

明确了新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和努力方向，对高

校专业教师队伍的育人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高校专业教师不仅是学生专业学习上

的导师，还是学生思想品格的塑造者和精神成长

的引领者。教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学生具

有很强的示范性，直接关系到学校德育工作状况

和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高校专业教师要把提

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放在首位，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专业教学全过程；充分践行立德树人的神圣使

命，不断锤炼和锻造育人能力，为党和国家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做学

生的良师益友。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坚实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们的教育必

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

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

身的有用人才。［1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要求。

要持续完善育人体系，健全育人机制。为落实落

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更加科学的导向、更为

多样的资源、更加灵活的方式。［12］提升教师育人能

力不仅能有效解决学生发展的各类问题、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发展，也是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

发展的重要举措。［13］2018年 1月，教育部发布《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

简称《国标》），这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国标》以突出“学生中心”为第

一原则，同时，突出“产出导向”和“持续改进”，目

标是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不断提升。［14］

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教学新形势

对高校专业教师的育人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高等教育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事业，从学生发展层面考虑，当今社会需要全方

位均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高校专业课程不仅要

传授专业知识和培养专业技能，更要提高学生的

思想觉悟和综合素养。高校学生正处在思维能力

的潮涨期，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容易吸收新鲜

思想，但同时判断力和辨别力不足，教师的价值导

向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自我构建。高校

专业教师必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在专业教学

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严格落实师德师风要

求，将不断提升育人能力和立德树人成效作为专

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

二、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力的基本要素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

割裂。［15］因此，对学生的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正是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

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见图1）

（一）价值塑造是核心

价值塑造位居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首，是构

成专业教师育人能力的核心内容。进入国际化和

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多元文化交汇碰撞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高校意

识形态领域面临着新的复杂态势，作为高校专业

教师，为使学生掌握广博丰富的知识，具备适应国

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必须高度重视专业人

才培养的价值导向问题。因此，提升高校专业教

师的价值塑造能力，是落实和践行育人初心的重

要抓手，也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内在要求。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立德的过

程就是学生价值观养成的过程。［16］对于专业教师

来说，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就是将价值塑造融入

图1 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力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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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传授和综合能力训练，培养既符合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又体现时代精神、顺应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需要的综合型人才。因此，价值塑造是新

时代高校人才培养任务的核心，是构成专业教师

育人能力的第一要素。

高校专业教师应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坚持育

人为本，充分发挥价值塑造的引领作用，从专业知

识和技术中挖掘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

元素，把价值塑造贯穿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各领

域，深刻把握“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7］的
科学内涵，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落到实处。

（二）知识传授是根基

高校教师育人能力的根基在于知识传授。对

新时代高校专业教师来说，除了要传授基本的专

业知识，还要依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加

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等知识的融合和传授，强化学生的

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

高校专业教师同时肩负着培养专业人才和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重任。一支政治素

养过硬、高素质、专业化和理论知识背景多样的专

业教师队伍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专业教师自身的思

想认识不够深入、对专业课程体系中思政教育资

源的挖掘不够充分、无法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知

识的有机结合，那么其专业教学很容易出现专业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价值塑造割裂的情况。

传授知识的过程即是育人的过程。高校专业

教师不能满足于教材的知识范围和传统教学方

式。新时代大学生追求思想独立，自我意识和竞

争意识强烈，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鲜

事物，但辨别力和判断力不足，善于利用网络也过

分依赖网络，价值观趋于务实，有时呈现实用主义

倾向。高校专业教师需要在充分把握当代学生特

点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

的形势和任务，不断丰富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创

新教学形式，调整教学方案。既要贯彻新时代党

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

要把握当代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价值诉求，兼顾学

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教育引导学生成为

同时具备扎实专业基础、正确思想观念和广博人

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三）能力培养是归宿

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是高校专业教育教学

的最终目标和归宿。高校专业教师要在专业教学

中强化能力培养，用正确价值观引导学生理性思

考、客观面对问题，提高学生合理运用知识、灵活

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坚持

以德施教、以德育人，以能力导向型教学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让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基

本方法，了解所学知识的作用和价值，养成独立思

考、勤于沟通、团结协作的习惯，培养积极探索、大

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

具体来讲，高校专业教师应该着重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

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对于大学生来说，自主学

习至关重要，高校专业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独立

自主的学习习惯，无论是学习专业知识还是思想

政治理论知识，都要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技

巧以及迅速、高效地获取有用知识和准确信息的

途径。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的前提是能够独立思

考，教师本身要意识到创新突破和思维独立的重

要性，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和创造力，把握自己的心智与情感，促进学生

自我意识和思辨意识的觉醒，敢于推陈出新，打破

思维定势和所谓的标准答案，提出富有创造力和

思辨性的观点、思想、方法。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

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心态以及真诚友好的态度，

教师要积极促进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交流，培养

学生与团体、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沟通合作、和谐相

处的能力。同时，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发

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日趋重要，新时代

的专业教师要根据专业定位以及国家发展战略，

满足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引导学生坚

定文化自信，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三、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力的现状分析

（一）专业育人职责有待明确，育人意识有待

增强

目前，高校协同育人体系构建还处在探索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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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专业课与思政课相分

离的情况。部分专业教师尚未完全意识到德育工

作在专业教学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育人意识，

对专业教学的育人职责定位模糊。在自身固有教

育观念的束缚下，将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视作两

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认为专业课教师的任务就是

向学生传授专业领域知识，而对学生进行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政干部、团干

部、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职责。因此，在实际教

学中，偏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忽

略了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以及综合能力的培

养，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态不够重视，结果

造成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割裂。而专业教学

中价值引领和育人导向的缺失，不仅影响学生的

全面、健康发展，同时也限制了专业教师自身的职

业发展。

当今社会的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教育国

际化、观念开放化时刻冲击着青年学生的意识形

态，进入“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越来越容易，但

随之而来的知识选择、价值判断和为谁服务的问

题却越来越突出。［18］专业教学是高校教育教学的

重头戏，大多数学生在专业课程上投入的时间和

精力最多。如果专业教师的育人目标不明确，只

重教书不重育人，很可能使学生误入一心成才、无

法成人的歧途。如果专业教师不重视对学生的价

值引领，学生很可能在多元价值的冲击下迷失自

我，无法进行正确价值观的构建，更不可能成为社

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二）思想政治理论基础有待夯实，思想政治

素养有待提高

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专业教学的育人实效。一般来说，高校专业教

师在求学期间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在岗前培

训中培养了基本的教育教学能力。然而，专业教

师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熏陶，与

思政课教师相比，专业教师的思政理论基础不够

扎实，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思政理论知识的能力

比较欠缺。加之很多专业教师忙于教学、科研，往

往容易忽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直接导致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熟悉，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不到位，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

得不到提高，难以在专业教学中为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导向。

部分专业课教师也试图在专业教学中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但由于思政教育理论基础薄弱，很难

从传统专业知识结构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

点。目前，高校跨学科专业的协同育人机制尚未

完全建立，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人文社科类

专业教师与自然科学类专业教师之间的育人合力

尚未充分形成。广大专业教师更需强化思想政治

理论学习，注重与其他学科教师尤其是思政课教

师的交流探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提升专业

教学的育人实效。

（三）专业课程思政能力有待锤炼，育人方法

有待改进

目前全国各地高校的专业教学普遍还是依托

教材展开，这意味着专业教材仍然是专业课程教

学内容的第一来源。众所周知，除了一些特定学

科，传统的专业教材以介绍专业知识为主，缺乏鲜

明的价值导向。如果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

平不够、教学实践经验不足，很难精准定位、挖掘

和提炼思政要素。况且，即便明确了育人要素，如

果不能将其润物无声地融入专业知识体系，仍然

无法发挥专业教学的隐性育人功能，最终思想政

治教育还是游离在专业教学之外，无法实现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长久以来，很多专业教师习惯于课堂上的输

出式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偏向单向价值输

出，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缺乏师生沟

通，无法确保育人实效，难以实现育人目的。事实

上，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内心所向才是专业育人的

出发点，只有以学生为中心，一切服务于学生，真

正了解学生的专业困惑、思想困惑、价值困惑和人

生困惑，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有导

向性地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切实提高专业教学

的育人效能。

四、高校专业教师育人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理解课程思政内涵，明确专业育人任务

对于高校专业课教师来说，如何理解课程思

政，是决定能否真正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专业教

学，使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实现全

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关键。因为，只有充分认识

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及意义，才能明确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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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育人方向和育人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在

专业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知识传授与

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

有专家认为，课程思政是一种理念，其实质不

是增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

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19］有学者认为：“课

程思政”的侧重点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而在于挖

掘和发挥专业课、通识课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

功能，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

问题，其涵义可以理解为“依托、借助于专业课、通

识课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或者是将

思想政治教育寓于、融入专业课、通识课的教育实

践活动”。［2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专业课程思政是

“课程思政”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专业课教

学除了应实现育才功能外，还要关注育人作用的

发挥。所有的专业课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和

优势，将自身内在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转化为

“育人要素”，实现知识建构、能力培养和精神塑

造、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21］

由此可见，高校专业教师具有深刻理解课程

思政内涵，才能将专业知识传授与正确价值引领

相结合，通过专业课教学，将思政教育之“盐”溶入

专业教学之“汤”，发挥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

大学阶段是认知水平、思维能力、价值取向渐

进发展的窗口期，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至稳固的关键时期。在高校专业教学中，教师

除了要传授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

力，还要把握好专业课程体系的政治方向、价值取

向和育人导向，增强对学生的政治引领、道德引领

和文化引领，全力培养专业水平高、政治素养高、

思想觉悟高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师德师风修养

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是其他专业课

教师，都应具备过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良好的师

德师风修养。

作为高校非思政课教师，更要着力抓好思想

政治理论学习，除了积极参加集体学习，还要坚持

自主学习。首先，要系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相关著作。同时，充分利用“学习强国”APP、求是

网和学习大国公众号等网络资源辅助学习。通过

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实现学思贯

通、知行合一。只有将思想政治理论内化于心，转

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行动向导，才能

外化于行，转化为明确的育人目标，产生强大的育

人能力。只有坚定内心信仰，筑牢信念之基，才能

在专业教学中不忘育人初心，站稳育人立场。

除此之外，高校专业课教师要深入开展向黄

大年、李保国、侯伯宇、石秋杰等先进人物学习活

动，以当代高校教师先进典型的光辉形象和崇高

精神为引领，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成为先进思

想文化的传播者和党执政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当

好学生全面发展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这是高校专

业课教师提升育人能力的有效保障，也是专业课

程思政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三）挖掘隐性思政元素，创新优化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课程思政实

施的关键在于教学设计，教学设计的重中之重是

思政元素的挖掘。高校学科、专业类别众多，要实

现思政元素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必须做到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结合不同的专业特点，全面

解析专业知识结构，深入挖掘专业知识点对应的

思政元素，精准定位专业课程的育人目标，并将价

值引领润物无声地贯穿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比

如，人文社科类专业教师，可以在专业教学中加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

在自然科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中，教

师可以在讲解科学技术问题的同时，结合我国重

大科技成就背后的故事，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科

技工作者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求真求

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团结协作、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等融入其中，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爱国、

奉献、严谨、求实的优良科学传统，弘扬民主与科

学精神，不断钻研进取、开拓创新，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关注时事政治热点，吸纳思政教学资源

为提升专业课程育人水平，高校专业教师除

了要关注学科领域最新、最前沿的发展趋势，深入

挖掘专业课程体系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还要密切

关注国内外时事政治热点。通过关注国内外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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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等渠道，了解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促进

思政教育的与时俱进。其中，要重点关注、收集与

专业课程内容密切相关，可以作为专业课程思政

辅助教学材料的资源。比如，在社会学类、管理学

类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专业特点和专

业知识结构，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从探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角度，将讲述中国抗疫

故事、抗疫成就的相关视频、音频或图片等直观教

学资源作为辅助思政教育材料纳入专业教学，以

此加深学生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

疫精神”［22］的认知和认同，引导学生坚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

（五）掌握学生思想动向，建立全程良性沟通

高校教学模式相对比较开放，学生的自主学

习空间较大，但这也意味着对学生的学习独立性

和自觉性要求较高。除了固定的辅导答疑时间，

高校专业课任课教师在课堂以外与学生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非常有限。因此，要及时掌握学生的思

想动向和学习效果，保证专业教学的育人实效，就

必须建立起实时、有效的师生沟通机制。

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全面普及的背景下，

高校专业教师可以结合线下课堂面授和线上网络

教学平台各种教学功能，充分发挥教师的导向作

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与学生的全程、实时、

有效的互动交流。比如，在课堂上讲解某个可以

融入思政教育的专业知识点时，用启发式的师生

问答代替教师的单向价值输出，在师生互动中引

导学生自主发现、理解知识点背后隐含的思政元

素。在每个思政教育指标点完成后，设置相关讨

论话题，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通过交流讨论结果，

确认学生对思政元素的理解消化情况。最后，根

据学生的课堂反馈情况，有针对性地总结强化思

政元素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作用。

课堂教学以外的独立学习时间，是决定学情

差异的关键所在，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教师

的育人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鉴于此，教师

可以借助线上教学功能，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

向。比如，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访谈、线上

问卷以及线上交流会等，通过这些举措，一是可以

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接受

程度，以便不断优化改善教学设计，二是可以随时

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确认课程育人实效，三是可

以帮助学生排除学习困扰和障碍，督促和激励学

生完成课外学习任务，四是可以促进师生间的良

性互动，培养师生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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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ducating Ability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YOU Fangzhou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t is helpful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Meanwhile,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a solid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ng students. The value shaping

of students is the core of education ability, knowledge imparting is the foundation, and ability cultiva‐

tion is the end resul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rses, the task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of college professional teachers need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real‐

iz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iciency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deeply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courses and defin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need to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eory, improve pers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cultural literacy. Enrich and innovate the teaching design by digging deepl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hot

spots, and select the best,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to assist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master the ideological dynamics of students, and finally establish a whole-process, real-

time benign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professional teachers; educating ability;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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