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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技术》公共基础课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实践与探索

杨桂珍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

摘要：《信息技术》课程作为全校性的非计算机专业公共基础必修课，覆盖 90% 的专业和班级学生，其教学内容对很多专业课都具

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如何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公共基础课有着天然联系优势，更利于“课程思政”理念的融入。“课

程思政”下的《信息技术》公共基础课以学生为落脚点，构建改革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从单一的知识、技能的评价维度，向思想引领、

职业素养、行业德育、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等多维度延伸，体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素质目标为主导，

牢牢把握对授课学生的价值引领。

关键词：课程思政改革；信息技术公共课；价值引领

一、研究意义

近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正式印发，围
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
着力构建“全课程的大思政教学体系”，发挥思政教师、专业
教师等不同主体构成的育人共同体的合力，使《信息技术》公
共基础课也必须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通过加强队伍建设，
规划课程建设，构建新型课程思政体系，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
标。2019 年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举办了“课程思政”建设专题报
告会，诚邀杭州市政府参事、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安
蓉泉教授作专题指导。很好地解读了什么是课程思政，课程思
政如何实施。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思
想品德爱国情操、综合素养、专业教育课程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达到课程思政的效果。课程思政与公共基础课之间有着先天密
切的联系，更利于相互间融合、协同教学。《信息技术》课程
作为全校性的非计算机专业公共基础必修课，覆盖 90% 的专业
和班级学生，其教学内容对很多专业课都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信息技术的知识和技术作为工具、媒介和手段，渗透到专业课
程的教学中，新时代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要发挥基础教育作用，
需立足企业文化培养，融入“课程思政”理念。从而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发展他们利用计
算机技术的意识和能力。“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关键
在教师。加强跨学科团队合作能力，课程教学团队的专业课教
师应与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共同攻关，科学制定课程思政教学
目标和实施方案，实现思政元素“自然引入—深刻阐述—留下
烙印—思想认同”，构建新型课程思政体系，实现价值教育与
学科知识教育的有机融合。

二、研究内容

（1）价值引领，实现课程育人全景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跨学科教学团队合作能力。发挥思政课“领舞”作用，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实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公共基础课怎样
开展思政？不仅要讲而且要讲得准！教师形成育人共识，以“公
共课”为阵地，实行线上线下全景模式，全面树立课程观。（2）
“经”“纬”密织，发挥育人圈层效应。规划课程建设，构建
新型课程思政体系，实现价值教育与学科知识教育的有机融合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如何用“主导价值观”的针穿起知识点的“经”
与育人元素的“纬”，这就要求思政融合的点要精准而有价值！

使每一节课都有一个与专业知识紧密相连的“思政点”，实现
思政元素“自然引入—深刻阐述—留下烙印—思想认同”。下
面以《信息技术》课程中项目一为例，针对教学目标与素质目标，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课程思政”的点机融合。（3）坚
持以学生为本，完善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高职教育目的在于
培养出更高质量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行业高技能人才。因
此，“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及落脚点在高职学生，从单一的知识、
技能的评价维度，向价值引领、职业素养、行业规范、诚信、
人格健全等多维度延伸，体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知识
目标、技能目标、素质目标为主导，牢牢把握对授课学生的价
值引领。《信息技术》作为公共基础课，生源涉及的专业多、
人数多，因此评价体系应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学生既参与教学
评价，也进行小组互评；体系标准中要体现综合素质培养：思
想素质、学生素质、能力素质等，针对学科、学生专业对象不同，
科学制定比重，以凸显评价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更好引领学
生发展。

三、拟解决的问题

（1）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高度融合，集育德育才于一
体。课程团队教师如何树立课程思政育人理念，提升课程思政
育人能力，既当好知识传授的“经师”，更做好价值引领的“人
师”。（2）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高度融合，汇聚强劲整体
合力。如何激励和引导专业教师积极围绕如何将专业课程教学
和思政育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主动开展思考和实践，不断丰
富课程思政内涵、不断提升课程整体质量，实现显性教育和隐
性教育高度融合，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教学。

四、项目特色

（1）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坚定学生
思想信念，根植爱国主义情操，加强品德修养，开拓知识领域，
培养努力向上精神，提升综合素质。（2）课程与思政交融，教
书和育人互促。打破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隔
绝的“孤岛效应”，聚焦《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教师队伍为“主力军”，以课程改
革为“主战场”，三者融合全面推动《信息技术》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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