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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研究生专业学位课程

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与教学评价
欧世峰 姜佩贺 高 颖

（烟台大学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创新之举。针对信息类硕士研

究生专业学位课程的特点，围绕“事、时、势”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着力点，挖掘蕴藏于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

并给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原则和标准。以使专业学位课切实成为引领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的主渠道，提

升课程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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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nnovative mov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degree courses for the postgraduates in information field, we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three key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ch as "affairs, times and situ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are also given. The purpose is to make professional degree courses become the main channel to lea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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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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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课程思政建设

是新时代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要求各高校

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科学设计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真正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人才培养全过

程。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

造创业的重要使命，是我们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2020 年 7 月，我国第一次研究生教育大会召开，对新时代

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作出了重要部署。2020

年 9 月，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完

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全面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水平。[1]

目前，信息类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包括学位公共课

和专业学位课，专业学位课所占学分一般为学位课总学分

的 2/3 左右，比重较大。而且专业学位课是研究生毕业后

所能够从事专业工作的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专业

学位课是硕士研究生课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在专

业学位课中尽量多的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才能够实现全面

思政育人的局面。另外，信息类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中包含

丰富的可以进行思政教育的元素与资源，在实际教育教学

过程中有着较高的可行性。本文将基于信息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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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课程的特点，围绕“事、时、势”三个着力点，[2]深挖

蕴藏在其中的思政教育元素，使专业学位课切实成为引领

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的主渠道，逐步培养研究生的爱国情

怀和社会责任感。

1 思政教育元素挖掘

课程思政教学的重点在于挖掘蕴含于课程内容中的显

性、隐性思政教育元素，并将其与学科知识进行有机结合。

应该说，任何一门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而如

何合理、有效地将这些元素进行挖掘则是实施思政教学的

重要问题。这要求专业学位课程任课老师在充分掌握学科

知识内容和体系的基础上，要善于发现和确定其所蕴藏的

思政资源，并将其与课堂教学、实验实践等教学环节进行融

合和衔接，从而实现知识传授与全方位育人目标的有效统

一。信息类研究生专业学位课程自身特点比较明显，时代

特征较为突出，在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元素挖掘时可围绕

“事、时、势”三个着力点进行展开。

所谓“事”主要强调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即研究生

专业学位课程中客观存在的思政教育元素，研究生专业

课程思政必须要把蕴含于课程内容中的哲学思想和思政

教育元素挖掘出来。[3] 如数字通信中最基本的二进制与

我国古代阴阳八卦、易经的哲学关系，“星光中国芯工程”

总指挥邓中翰院士、集成电路专家吴德馨院士的动人故

事，[4]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香农“一个人建立

了一个学科”的事迹。课程思政教学的“因事而化”就是

要将故事中隐含的哲学思想和思政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植入到学生的脑海中，通过客观存在的、具体的事例

去感染和塑造学生。“事”中的点要承载教学目的的面，

要与专业课程的内容和知识点相互链接，做到说理和陈

述之间的水乳交融。

所谓“时”则是时间的推进、时代的发展，研究生专业学

位课程思政聚焦时代变迁，就必须紧跟社会进步发展、把握

现实生活实际，把课程体系中学生最感兴趣的前沿、热点问

题归纳出来，讲透信息技术的进步、学科专业的发展对于国

家和社会的重大意义。如通信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我

国信息工业的发展史和进步史，彰显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通过结合课程内容给

研究生讲好祖国信息工业发展故事，让其实际体验改革开

放的历史成就，坚定四个自信，增强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以进一步激发研究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奋发学习的进

取精神。

所谓“势”指的是国际形势和趋势，就是要从国际角度

中比较、分析当前学科专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让研究生能够

充分了解当前的国际大环境，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引导研究生正确地看待我国

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能够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

和使命与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大局紧密结合在一起，坚定道

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当下，我国业已成为高新信息技术产

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智能手机、5G等相关产品占到

全球的 1/4 份额以上。因此，可以依据动态历史过程的延

续性，中外对比、今昔对比，从信息发展的角度来阐释国际

大势，理清前因后果，引导研究生正确认识世界各国间的较

量和博弈，知悉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决定着的国际关系未

来走向。

此外，在信息类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事、时、势”三方面

发掘思政教育元素，还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要将课程

思政元素与身边的鲜活案例相结合，接地气，紧扣社会现

实，让学生喜欢听、愿意做、积极做，进而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引导研究生进行思辨。同时，课程思政不能脱离专业内

容，必须要结合实际，挖掘科学合理的、客观存在的思政元

素。一是从不同课程中借鉴思政元素，增强课程之间的联

系和融合，加强思政教育元素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二是结

合高校特色和地域特点，把校史校训校貌、地域文化和红

色基因等融入课程思政中，从而增强教学内容的感染力和

吸引力。

2 思政教学评价

课程思政是目前我国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创新之举，也是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的重点方向。但是课程思政与传统意义上的课程教

学又有很大的不同，其最终取得的教学效果往往不是由单

一方面来决定的，可能取决于任课教师、辅导员和研究生

导师等工作的配合和协同，很难判断研究生产生变化的根

源。而且如何合理有效地评价课程思政的效果目前也还

没有较为系统、统一的指标。专业课程思政普遍被认为是

课程思政中最为关键、也是最难解决的一部分内容，而对

于专业课程思政的合理有效评价是其最为核心的问题之

一。[5]研究信息类研究生专业学位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

价原则、标准和应用，可以正向激发任课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的积极性，帮助教师反思思政教学效果，进一步优

化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和方式，有效促进思政教学的可持续

发展。

2.1 评价原则

在专业学位课程的教学中，课程思政作为一种隐性

教学以多种形态蕴含于专业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且由

于教学风格、人生经历、生活感悟等各不相同，不同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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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对于同一专业知识点的讲解方式和思政设计也大

相径庭。所以，对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绝不能搞

一刀切、生硬地对教学方式和内容进行限定，而应当鼓励

教师多采用灵活、巧妙的教学方式，以实现润物细无声的

教学效果。其次，课程思政的目的是引发学生的情感触

动和思想共鸣，实现思政教育元素的入脑、入心。因此，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要着重在感悟上，要以感悟的质量与

程度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最后，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需

要重点考察研究生对学习、从事科研工作的态度和成绩

改变情况，考察研究生对于任课教师人格和教学的认可

度，考察课内外研究生对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关注度

和认同感。[6]

2.2 评价标准

客观标准方面，虽然思政教学与传统的课程教学在教

学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其包含的基本要素

与传统课程教学较类似，可以将其概括为：明确清晰的教学

目标、准确合理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情真意

切的教学情境。这些基本要素是否充分，是否齐全，是否执

行得当，便可以作为考察课程思政教学的客观评价标准。

而在主观方面，则可以重点考察课程思政是否具有丰富的

层次感和维度，主要包括思政元素的时代性、师生间的亲和

性、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教师素质的专业性等等，这些都

可成为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标准。

2.3 评价应用

教学评价应该是一个反馈—检验—反馈的迭代过程，

在实际中应用中需要不断的进行积累和自我完善。作为对

课程评价结果的最直接应用，则是通过课程思政教学的实

践和评价，推出一大批的优秀示范课程、建立有效的教学反

馈渠道、推动教学过程闭环化、提升思政教学的质量与成

效。此外，还应当将思政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职称评聘、业绩

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从而充分调动教师从事课程思

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通过教学评价，可以发现课程

思政教学的实施情况对于学生成长的正面影响，在教学实

践中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

3 总结

专业学位课是硕士研究生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

有在专业学位课中尽量多的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才能够较

为全面地实现思政育人的局面。本文以信息类硕士研究生

专业学位课程为例，基于“事、时、势”三因规律，讨论了课程

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途径，同时考虑思政课程的特点，给出

了其相应的教学评价原则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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