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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践行课程思政
——以一堂住区设计课为例

孙王虎， 马 鑫， 许 立
（扬州大学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才，以“三全育人”为格局、“立德树人”为目标的课程

思政已在我国各级学校广泛开展，但在实践中仍然有不少教师感到无所适从、力不从心。为此，采用实

证研究的方法，以住区设计课程为例，介绍了作者在课前、课中、课后所做的具体实践与研究。课前的问

题研究和课程设计是践行课程思政的关键。通过课前的文献阅读与分析，既能实现育人先育己，又能预

先发现问题，以便采取对策，制定预案；通过精心的课程设计，既要厘清关键知识点，深挖密切相关的思

政元素，分配好各部分的时间，又要注重思政元素与知识点的有机结合、各思政元素之间的内在逻辑与

先后关系、无痕化的教学理念与适宜的教学方法，避免学生产生负面情绪，力求达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和价值引领的同向同行、协同增效。课堂是践行课程思政的“主战场”，教师需要将课程设计与临场发

挥、课堂组织与察言观色有机结合，通过课后调查、回访不断总结完善，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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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应“课课有思

政”“人人能思政”“处处讲思政”。可见，课程思政是以“三全育人”的格局形式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课同向同行，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教育理念［2］和教学模式。“课程思政实质上

是专业课程主动性的升华”［3］，依托多样、具体的专业课程及其思政资源，融入价值引导，“将思政呈

现的社会与个人的宏观叙事进行微观化、具象化，把泛化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使

学生在探索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强其使命感”“构建起对于世界、社会、人生的完整而科学的

认知”［4］。

在我国思政工作具有深厚的沃土。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5］，融合了道家、佛教等多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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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注重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倡导的“仁

爱”“忠诚”“诚信”“礼仪”等观念思想在部分价值取向上存在历史呼应。

在传统教育中，思想政治课与其他课程平行设置。思想政治课是第一课堂，学工、团委、党委部

门等组织的各类活动视为第二课堂，都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品德等方面的教育；各种专业课程是

第一课堂，有关专业实习实践课程是第二课堂，主要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以住区设计

课程为例，传统教学中主要讲授设计目标、原理、方法，以及典型案例、技术规范等，因此，思政课和

专业课是平行的，甚至是脱节的，影响了学以致用、知行并进，而且专业课教师在思政教育方面的认

识和行动也显得相对有限。

蒲清平等［6］分析了ChatGPT的滋生思想风险，包括侵扰意识形态防线、稀释独立思考能力、危害

价值观塑造，对教育提出了新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在呼唤领军型人才。领

军人才不仅要有过硬的知识与能力，还要有乐于奉献、为国为民、勇攀高峰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

一种正价值：一方面，人的精神结构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是课程思政价值的主体基础；另一方面，社会

发展对社会个体提出的要求是课程思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因此“课程思政的价值来自人的精

神结构完善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7］。

课程思政不是全堂课都讲思政，不是忽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而是在不增加课时的情况下融

入思政元素［8］。不同的专业课需要传授不同的知识内容，不能被思政内容所代替，“各类课程与思政

课程在育人过程中应当全力配合、协同合作，产生‘1+1>2’的协同效应”［9］。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的

同时要融入思想启发、价值引领、情怀植入等内容，因此，课堂教学的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既有知

识传授，又有能力培养，还要价值引领。这一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将思政教

育融入具体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中，提升课堂教学的思政教育效果，是每位教师不得不思考的

问题。

建筑设计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工科与文科的多重属性。“新工科建设下的课程思政教育，

正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战略高度，以课程为载体，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

含的核心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10］；新文科建设下的课程思政“具有价值建设的同构性与互惠性，学

科发展的交互性与协同性，方法路径的共通性”［11］。建筑设计与思政的结合因而具有较强的灵活

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是建筑设计集中理论授课还存在课时少与内容多、重实践与轻理论、重专

业与轻思政［12］等问题。本文以 2021年 11月 8日的 2018级建筑学专业住区设计的第 1堂理论课为

例，介绍作者在课前、课堂和课后的研究与实践，其中课前的共性问题分析和问题解决策略是基础，

课程思政设计是关键。

一、共性问题的分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者借由文献分析，了解其他专家学者在课程思政研究中发现的教师、

教学方面的问题与对策，以便提高自己对课程思政的认识，提前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既是“四同”

（即同学、同研、同行、同讲）建设的第一步，又是践行课程思政的基础［13］。

（一） 教师重视不够高

教师是课程思政的推动者和执行人，若思想上不重视则难以将其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

可能导致对学生的学习动态和思想认知等方面关注不足［14］。有的教师将课程思政仅当成一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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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导致执行频率低，思想上不重视。此外，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指标侧重于科研学术，强调论文、

课题、项目等方面的质量水平与数量累计，导致重科研轻教学现象较为普遍［15］，因此，只有教师在思

想上高度重视，才能真正成为课程思政的“主力军”“当事人”，而不是“局外人”［16］。

（二） 教师素养不够高

高校专业课教师常常有繁重的科研任务，在思政政治、热点事件等方面可能关注不够，“尤其是

青年教师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直接决定着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水平和课程思政建设的政治方

向”［17］。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要坚持育人先育己，坚守各类“红线”“底线”，只有“自身具备

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自内心深处认可课程思政价值逻辑”［18］，才能较好地推进课程

思政。

（三） 师生角色不平衡

在课程思政与传统专业课程中，教师作为理论和技术权威的角色有所不同，需要妥善平衡师生

之间的角色。课程思政重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内心感悟和思辨能力。在这过程中，过于强调教

师的主导作用，可能导致学生缺乏自主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过于放任学生，可能导致教学效果

不明显。为此，需要教师积极营造开放、包容的讨论环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自由表达观点，

以促进思想碰撞和多元化的观点交流，提升学生的批判、判断和分析能力。

（四） 评价体系不完善

评价体系不够完善是影响课程思政的一个现实问题，既缺乏对教师的支持和激励，又缺少对学

生思政学习成效的评价。尤其是课程思政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教育方式上的隐含性，使其育人成效

难以有效地体现在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中，使学生在学习时仍以知识获取和技能提升为主，对课程

思政的效果缺少足够的重视和评价反馈［19］。针对此，有学者建议“可适当将学生抬头率、到课率和

学生点赞率的增量作为高校建设成果评估的参考指标”［20］，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全面、规

范、科学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亟待建设。

（五） 课程设计不合理

课程思政中“硬融入”“表面化”“两张皮”现象目前比较突出［21］，其主要原因在于课程设计过程

中可能存在选择偏颇、生搬硬套、脱离专业、背离实际、片面宣传、强行灌输等问题。如果课程思政

过于注重理论教学而忽视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可能使学生难以将所学思政内容应用于当前知识、实

际生活和社会问题中。因此，要避免这种脱节就需要在课程设计中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内容，

这是践行课程思政的重点与难点。

（六） 教学方法不合理

知识传授常常是单向的，但思想教育是复杂的。课程思政鼓励学生思考、审视自己的行为对社

会和他人的影响，培养学生的自我成长意识，鞭策学生反思自身不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

情况下，教学方式单一，或教师态度不合理，或流于“讲大道理”而缺乏过渡和支撑，或过于强调思政

的强制性、唯一性，等等，这都有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压抑或不满，甚至是抵触情绪。为此，教师应关

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和个性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情感体验，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内容

客观真实，方法科学亲和［22］。如互动和辨析、实践引导和问题导向、典型案例和热点事件分析等方

法。甚至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思政，以“丰富学生学习体验、改善教师教学手段、完善育人

机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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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时间安排不合理

在“通专结合”的高等教育改革中，专业课的课时有些被压缩，导致教师抱怨知识教不完，学生

感到知识没学到。其实，并非所有知识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可自学获得所

需知识，知识学习的关键在于学生的态度。课堂时间应优先确保涵盖最核心的基础知识和关键知

识点。在此基础上，教师应结合知识点讲述那些与现实世界、国家战略紧密联系的知识，讲清知识

的价值。只有充分认识到所学知识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学生才能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培养起通过

学习报效国家的使命感。此外，少数教师备课不充分，未能清晰地讲清楚关键知识点，过多涉及思

政话题，使学生有浪费时间之嫌，导致思政教育和知识传授都不尽如人意。

（八） 学生参与不积极

学生对课程思政缺乏兴趣，或教师的主导性过强，这些都可能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课程思政

设计得越新颖、越有趣，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和活动的兴趣越高。这就需要教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

法和策略，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例如，鼓励学生思考、探索一些与所授知识点相关的热点问题、

突发事件、社会现象等，并与学生展开交流互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

（九） 学生观念有差异

“网络空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负面信息，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更加复杂”［24］，学生可能存在不

同的观点、信仰、立场、偏好，可能担心思政教学对个人自由、独立思考等产生影响，或对思政教育中

观点持有异议，等等。针对这些观念差异，教师首先应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多样性，鼓励他们积极参

与讨论，自由发表意见。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实际案例进行讨论与交流，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

人。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对难以说服的学生可以课下再教育。总之，对待观念有差异、心理健康状

况不佳的学生，教师要保持开放、包容和理解，以平等、尊重和互动为基础，通过适宜的方法和引导，

促进学生的心理和观念向健康方向转变。

二、问题的解决策略

首先，要解决学生可能出现的情绪抵触问题。成功的教育不是传经布道，而是春雨润物不露痕

迹。要做到润物无声，教师就需要采取灵活、适宜的方法，如问题引导、案例融入、师生互动等。在

内容安排上，避免过度强调和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学生更易于接受；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

科知识相结合，使其更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从而提升教育效果；强化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之间的

逻辑联系，通过逐步深入的讲解，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认同感，从而实现课程思政无痕化，达到如盐在

水的效果。

其次，要做好课程思政设计。无痕化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是一种渗透式的教育方法，追求

水到渠成的教育境界，强调潜移默化，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思政教育的影响和启

示。苏霍姆林斯基也说“把教育意图隐蔽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艺术依托课

程思政设计来达成；因此，在课程设计中，教师需要明确“融入什么”“从哪里融入”“如何融入”，以便

挖掘思政元素，在教学的不同环节顺势而为地融入思政元素，这是解决思政与专业知识讲授脱节，

避免“硬融入”“表面化”“两张皮”的关键。

最后，要通过 PPT做好上课的过程规划，合理分配不同内容，以及授课、讨论等环节的时间，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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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制定预案。根据内容的逻辑、层级、先后顺序，规划好互动节点，供提问和

讨论；同时，设置评价节点，以便了解学生的实际反应。这些节点可通过特定标记方式加以识别，如

标点、颜色、加粗等，提醒教师在此要及时提问、观察、评价，以及与学生“眼神交流”［25］。一旦发现学

生有抵触、反对、疑惑等情形，就需要根据预案及时解决，如：佐证或反证材料、改进讲解方式与语

气、问题与讨论的方法等。

上述策略中，最核心的是课程思政无痕化。高德毅等人也认为课程思政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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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无痕化是课程思政的应有

的“课程观”“育人观”，其难点在于有机融入，既包括专业知识、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又

包括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的相互支持，还体现在教师的个人魅力、学术修养、道德情操和育人方法

的有机融合；因此，无痕化需要教师提高思想认识和个人素养，处理好师生角色、课程设计、教学方

法、时间安排，解决好学生参与不积极、观念有偏见、心理不健康等问题。

三、课程思政的设计

（一） 课程思政的设计逻辑

根据上述策略，在思政内容组织中要重点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融入什么”，也就是要明确

授课的知识内容，挖掘与之相关的思政元素；二是“从哪里融入”，也就是要厘清关键知识点，将密切

相关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而不是移植）其中［27］；三是“如何融入”，主要是要组织好思政元素的逻

辑、层次关系，以及灵活运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因此，无痕化课程思政的设计逻辑为：明

确内容和知识点→挖掘出底层思政元素→提升至中层思政元素→拔高到高层思政元素。

（二） 教学目标与课程内容

课堂教学是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主渠道，内容多、时间短、影响大，授课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

教学方案设计，以明确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时间安排、重点难点等细节。教学目标主要

包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个方面，其中前两者不是新要求，多年的教学经验和配套的材

料、资料足以支撑目标的达成。在价值引领方面，深挖“新工科”专业知识中的思政资源［28］，强化课

程思政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29］，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以及良好的职业

素养等。上述思政内容只是明确了教学内容和方向，在课程设计中需要具体细化；上述无痕化的难

点在于融入，需要根据知识点谋划具体元素的切入点；上述的设计逻辑要求根据思政元素的具体内

涵，厘清元素之间的层级关系和融入时序。本文介绍的是住区设计第一节课的课程设计，主要讲授

规划层级、设计流程和住区宜居三大内容，其专业知识点、思政元素、重点与难点如表1所示，并通过

以下内容组织，力求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实现无缝衔接。

（1）在规划层级方面，首先介绍 2018年发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该标准以生活圈取

代了以往的居住区、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的分级，并阐述相关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主要区

别在于前者以人的步行时间作为依据，而后者以用地边界、空间距离或人口规模作为分级标准。阐

述前者作为设施分级配套出发点的意义——使居民能够在适宜的步行时间内满足基本生活服务需

求，以此引导相应配套设施的合理布局［30］。然后以这些专业层面的知识为基础，循序渐进地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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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配套→民生福祉→人民中心→“四个自信”。

掌握关键的知识点：以社区生活圈作为基本规划设计单元，切实提高公共资源的服务水平。

理解底层思政元素：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旨在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居民的安

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理解中层思政元素：改善民生旨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

理解高层思政元素：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理论自信，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彰显了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人民幸福展现了道路自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则体现了文化自信。

（2）在设计流程方面，首先讲述住区规划设计的基本流程，即规划结构→交通体系→建筑布置

→环境景观，然后结合案例介绍这些设计内容的发展趋势，循序渐进地引出：中心化→均好性→人

性化→可持续→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首先，通过反例引导学生思考住区应体现平等、和谐与友善的价值观。例如某些住区规划采用

“四菜一汤”结构，过于中心化导致中心绿地面积过大，从而减少了其他宅间绿地，牺牲了住区的均

好性。通过对大型空旷广场缺乏人性化设计、配套设施不完善、使用效率低下，以及土地资源浪费

严重、生态功能薄弱等问题的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实现人性化和生态化的设计。这些思考是基

于规划结构这一知识点和底层思政元素进行的，包括规划结构的实用性、经济性、均好性、人性化、

生态化等。

其次，结合古今绿色建筑技术及成功案例，组织学生探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与设计策略，深

入了解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这是中层思政元素。

最后，通过典型案例与事件进行中外对比，论证有关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这是高层思政元素。

（3）在住区宜居方面，结合自己对宜居的研究，阐述没有宜居的套型就没有宜居的住宅，没有宜

居的住宅就没有宜居的社区，没有宜居的社区就没有宜居的城市。宜居是居者的客观状况与主观

感受的统一。在此基础上，由表及里地引出：以人为本→职业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反对以物为本。为人所用是建筑的核心目的，功能实用是建筑的基本要

求，建筑形式要服从于建筑功能的需要，建筑师要安排、引领人们更好地生活，关注包括老年人在内

的弱势群体，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积极响应国家有关战略和方针［31］。这些都是

底层思政元素。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以住户为本，反对以建筑师为本。建筑是住户日常生活的场所，不是

建筑师的玩物，不要以设计者的主观偏好来决定建筑的空间、造型等设计，这是建造师起码的职业

道德。在这里，职业道德是中层思政元素。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以业主为本，反对以开发商为本。建筑师不能一味地迎合开发商的价

值诉求而牺牲广大业主的利益，“艺术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而应该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

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是高层思政元素。

（三） 教学方法与课堂安排

针对教学内容，采用了循序渐进、案例穿插、问题启发、隐形渗透、讨论辨析等多种教学方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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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了45分钟内各部分内容的时间，具体安排详见表1。

（四） 课件制作与准备工作

按照上述课程设计制作课件，设置好“评价节点”“互动节点”，明确标识重难点，并进行检查、预

演和调整。此外，还需要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处理预案，整理好参考资料以便课后发给学生。

四、教学过程

开场白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引出本课题，强调“古

代的杜甫都有这样的情怀，今天的建筑学师生更应该为提高人们居住水平而不懈求索”，进而阐述

课题背景、意义、目标、要求等。

在规划层级讲解中，采用循序渐进、问题启发、讨论辨析等教学方式，将思政内容润物无声地

“润”给学生。例如“为什么要以生活圈代替以前的居住区规划层级？”“为什么要补齐民生短板？”

“为什么要提高民生福祉？”“为什么要以人民为中心？”学生对这些层层递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本身

就是其知识和思想认识提高、拓宽的过程，教师对回答的纠正和补充能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正确

理解。在此基础上，顺势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四个自信”，并通过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促进其对这

一概念的深刻认识。

在设计流程讲解中，由于有城市规划设计原理、居住建筑设计原理等先修课程为基础，学生对

基本概念比较清楚，在专业知识和能力方面，主要讲授规划结构、交通体系、建筑布置、环境景观等

设计流程、方法与要求。根据前文的课程设计，基于“反思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环节”［32］，在本节

课中通过反例引入“四菜一汤”的结构，然后依次提出：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什么？过于中心化的弊端

有哪些？平等友善在住区中如何体现？生态效益在住区中如何实现？“天人合一”的内涵与意义何

在？通过学生回答与教师的更正、补充，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住区宜居讲解中，作者采用“沉浸式教学”［33］，从宜居的层次入手，加深学生对宜居概念的理

解，水到渠成地将以人为本融入其中。然后对以人为本进行抽丝剥茧，对正反现象进行对比分析，

引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决策，思考在职业生涯中可能遇到的潜在道德困惑和决策困境。这

些思政内容有助于学生理解社会的公平性和包容性，维护职业操守和道德决策。

在上述讲授过程中，要把握好讲解节奏，重点要明确说明，难点要详尽讲解；避免语气强硬，要

通过观察学生的表情和眼神来判断学生的接受情况；认真听取学生们的发言与回答。此外，还要及

时布置课后需要阅读的文献资料和完成的作业。

表1　住区设计第一节课的课程设计

主要知识点及其逻辑

规划层级：居住（小）区→生活
圈的转变

规划结构→交通体系→建筑
布置→环境景观

宜居套型→宜居住宅→宜居
社区→宜居城市

思政元素与层次关系

生活配套→民生福祉→人民中心→
“四个自信”

中心化→人性化→生态友好→传统
文化→文化自信

以人为本→职业道德→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重点与难点

时空范围
民生短板

规划结构
生态环境

宜居认识
设计策略

方法与手段

循序渐进、
案例穿插等

循序渐进、
案例穿插等

循序渐进、
案例穿插等

时间安排

15分钟

15分钟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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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效果的分析

（一） 课堂表现

通过观察发现学生普遍比较认真，没有开小差的现象；通过提问发现学生确实在思考相关问

题，问题的回答也基本准确；在互动环节，有学生主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现象都表明课堂教

学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 设计成果

该课程设计时间为8周，共64个课时，本文介绍的仅仅是集中讲授的第一节理论课，后续还有理

论课与分组设计实践课。从设计成果来看，学生们均按时完成了设计任务，并在以人为本、生态环境

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设计表现明显提升。这些改进获得了评审专家的一致评价。这表明学生们已

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了课程思政、专业知识和设计能力的同步提升。

（三） 座谈反馈

2023年 3月 8日，作者先后与 9位当年上课的学生（占比 15%）进行交流，内容包括住区设计、以

人为本、绿色发展、公平正义、民生福祉、社区生活圈、“四个自信”等话题。通过回访发现，这些抽象

的概念大家记忆犹新，对其内涵的理解也比较全面。尤为难得的是，部分学生能够将他们的认知提

升至“不忘初心”的层面，即铭记最初学习建筑学的初衷，并将其转化为设计过程中的理念、原则、策

略与方案，落实于具体的建筑设计之中。这表明课程思政在培养既具备专业技能又富有社会责任

感的建筑师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结论与建议

（1）在专业方面，建筑设计过程是一个发现矛盾并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学生

思考全球性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问题（如以人为本等）和伦理问题（如职业道德等）等问题，

了解社会现实（如老龄化等）、公共事务（如社区建设等）等需求，并从多个角度思考和分析自己的角

色和责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将思政与建筑领域工匠精神的有机结合，可做到以美为

体，以史为魂，以气为引”［34］“在遵循现代建筑美学理念的基础上，突出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积

淀和地域特质”［35］。因此，建筑教育与思政内容的融合对于培养新时代建筑师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2）在主体方面，对于许多专业课教师而言，课程思政的认识可能尚显不足，实践经验也相对有

限，因此，通过文献分析及自身实践总结，及时发现思政教育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尤为重要。作者通

过本文的“共性问题分析”认识到，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教师要主动作为，而非敷衍了事。难点在于

如何将思想教育有机融入课程内容，实现无痕教育。这要求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不断

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言行感染力，及时掌握相关的热点事件和学术前沿，以丰富教学素材，

提高教学效果。

（3）在内容方面，课程思政元素要与专业知识点有机融合，思政内容的层次关系要递进得当，生

搬硬套、脱离现实、知识脱节、逻辑混乱都会使教学内容显得突兀，容易导致学生产生厌烦、抵触等

情绪，影响实际的教学效果。

（4）在认识方面，润物无声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体现了课程思政应有的课程观和育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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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助于减轻学生的消极情绪并提升教育效果。教师应在教学中自然引导，而非空喊口号或机械

模仿。这不仅需要教师因循诱导，还需要学生积极参与，让他们在自我体验、探索、顿悟的过程中，

在潜移默化和触类旁通中实现心灵的升华。

（5）在方法层面，德育具有实践性特征，缺乏学生参与的德育是不完整的。唯有通过学生的积

极参与，如提问和讨论，才能真正产生道德情感上的共鸣；唯有亲身体验，学生方能在课堂上如沐

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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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actice curriculum 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a residential area design class as an example

SUN Wanghu， MA Xin， XU Li
(College of Civi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P. R. China)

Abstract: To foster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courses, aimed at holistic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 
cultivation, has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acros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However, many teachers still 
face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in practice. Therefore, using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takes a 
residential area design class as the case to illustrate the specific practice and research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lass. Pre-class problem research and curriculum design are crucial for high-qu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pre-class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teachers not only prepare themselves but also 
proactively identify potential issues to formulate strategies and plans. Meticulous curriculum design involves 
clarifying key knowledge points, delving deep into relev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time for each section. Furthermore, it is essential to emphasize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knowledge points,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vario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concept of seamless teaching, and the use of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to prevent 
negative student experiences. The objective is to achieve a simultaneous and collaborative effectiveness i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skill development, and value guidance. The classroom is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practi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ers need to organically combine curriculum design with 
onsite performance,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speech and behavior. Post class surveys and 
follow-up visits can help teachers summariz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curriculum 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residential area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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