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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背景下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路径研究 
孙潇雨  崔会娇  宁凤娟  赵相栋 
(河北传媒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00) 

摘要：对分课堂是中国本土发明的适合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的一种课堂教学模式，课程思政的内容元素要很好的融入在这一模式
中，实现自身诸多特征规定下的要求，需要首先厘清课程思政的系列本质问题，更需要梳理当下课堂传统与现代的授课模式与手段，
才能最终与思政课程协同发力，实现立德育人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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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分课堂与课程思政的关系梳理 
对分课堂(PAD) 教学模式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兴起,符合中

国高等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中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能力提高的
要求，是目前主要的课堂教学模式。当然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
弊端，比如讨论环节的不充分，小组协同效果较差的问题，于
是很多教师在对分课堂形式中又融入了 TBL 的模式以改善对分
课堂的弱势不足，使得对分课堂在不改变讲授、知识内化、讨
论三个主要大环节的前提下更为完善高效。对分课堂更好的实
现了两个教学目标:一是在行为上表达、展示自己的理解,向教师
和同学展示学习成果;二是在实践中解决真实问题。  

对分课堂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课堂教与学的形式，而课程
思政是在不影响学科性质的前提下的一种内容输入，准确的说
是一种思想价值的引领、理想道德等的化育。但课程思政的内
容不同于思政课程，它不是系统的一门课程，而是散在于各学
科中的一种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优秀文化、爱国情怀等方面
的内容，更不同于单纯的学科知识。因此可以说对分课堂和课
程思政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课程思政内容有自己的特征，融
入起来也有自身的要求。所以有必要先对课程思政进行全方位
的梳理。 

二、理解课程思政的几个维度 
2017 年，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正式提出“课程思政”概念；2018 年，教育部发布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强调“着力推动高校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2020 年，
教育部 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全面 推
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做出重点部署，为高校 “课程思政”
建设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课程思政本质上不是
一门课程，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和把握应是全方位的，只有深刻
认识课程思政的理念、维度、要求，才能在对分课堂的形式下
找到实施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一）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 
1.“课程思政”不是一门特殊的课程门类，而是一种教育

教学理念。它是一种追求价值引领、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三者
有机统一的系统性、有机性和实践性的育人理念，其最终目的
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广泛利用与优化配置。是“大思政
格局”观念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也是
这一格局的重要框架和脉络的构成。“课程思政”从观念上和实
践中均打破了与思政课程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的藩篱，以一明
一暗、一显一隐的方式共同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同时“课程思
政”也是体现了高校教师的思想认知和境界提升。育人先育己，
教师要树立所授学科的思政意识、梳理思政地图、设计思政路
径。这和以往单纯的以学科知识和能力为教学着力点显然有着
很大的不同。 

2.“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在“立德树人”为教
育的终极目标的指引下，课程思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新方法。

在实现立德树人的过程中，课程思政提供了与学科紧密结合的
思政元素和内容。就具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赏析》这门
课程来说，宏观上在爱国主义元素、品德修养元素、文化自信
元素、健全人格元素等四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思政内容，这些
内容在立德树人的目标实现过程中无疑具有核心价值和重要地
位。当然这种教育方法需要教师具有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能
力，在实施过程中避免说教、“生切”和“随意嫁接”，才能成
功实现课程思政的价值作用，实现育德育人的目标。 

（二）“课程思政”的内在要求——本质内涵衍生的四个维
度 

“课程思政”本身不是一门课程，它是在不改变各学科性
质的基础上提炼出的思想政治元素，又在具体学科教学中结合
各学科的特点进行自然融入，以达到价值引领、树德育人的目
的。既然以学科内容为主体，所以在学科教学中具有隐性特征，
就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所描绘的，自然融入、不
知不觉、水到渠成是对其融入方式的恰当描绘。对于《中国现
当代文学名作赏析》这门课程而言，时代背景、爱国主义、人
物个性、伦理道德等思政元素都要在具体的赏析、讨论环节自
然的融入，而不是以“披萨饼”、“肉夹馍”、“三明治”的形态
出现在课堂中。除了隐性特征，还要注意内容适量的“浓度”
问题，喧宾夺主是显而易见的错误。显然过犹不及，都是未能
很好把握度的问题。当然还有思政内容的“高度”问题，应该
成为课程教学过程中铺垫之后的高潮部分和点睛之语，具有课
程思政的理论高度。另外，课程思政的影响力范围要具有广度。
这不仅要使课程思政的价值引导功能在校内课堂教学过程中实
现，更是对所有的教学环节进行链接和发挥作用。比如实践环
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环节等。力争让课程思政关涉和渗透
到所有形式的教学环节，实现多方育人、全环节思政的育人广
度。 

（三）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殊途同归与同向同行。 
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存在很多的差别，比如思政课程的显

性特征与课程思政的隐性特点，思政课程的内容集中系统与课
程思政的分散存在，课程思政讲求运用各种手段使得思政知识
能够被深刻理解，而课程思政是将思政元素附着在课程知识上
以实现价值引领，并非课程知识点本身。以上只是二者的部分
差异，细化起来更为繁琐和丰富。尽管二者存在诸多差异，但
最终的目标都指向了立德树人的终点，这就决定了二者在政治
导向、协同目标方面绝对同向同行、保持一致性。课程思政与
思政课程是殊途同归、合力育人的两股力量，为高等教育培养
高阶人才和打造高质量的金课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要求。 

在梳理了课程思政的基本理念、基本特征、特殊要求之后，
我们就要根据特点和要求进行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的课程思政
内容的植入。课程思政的自身特点对实施融入具体课程的路径
和方法也提出了内在的规定性。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赏
析》课程在爱国主义元素、品德修养元素、文化自信元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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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格等四个方面包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点，如何把这些内容
融入到课堂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生动有趣、自然无痕，这需
要全面来考虑教学方法与手段，择优选用恰当的融入路径。 

三、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路径 
课程思政元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赏析》的文学课堂

可融入到各个知识板块和教学环节。知识板块包括了小说的社
会背景、作者的身世经历、内容的赏析、技法的特点等。在融
入的环节方面也包含了讲授过程、讨论过程、作业过程等。但
要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要求和立德树人的终极目标，是需要传
统模式和现代技术两手抓的。下面进行融入路径的分析。 

（一）对分课堂中传统路径的融入 
对分课堂传统融入路径主要是集中在教师的精讲环节，其

次是讨论环节、作业环节。首先教师需要对学科知识的重点和
难点进行区分，然后进行精讲，过程中辅助以不同的教学方法，
比如问答法、讨论法、任务驱动法等，将课程思政元素内容自
然融入到具体的知识点中。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赏析》
课程中涉及到的每个篇目基本都会讲到社会背景、作者经历、
小说人物性格、价值伦理、思想情感、艺术审美等几个方面的
内容，在这些内容板块中可以梳理出包括爱国主义、道德观念、
人性光辉、文化自信、中国美学等方面具体的思政元素点，然
后选择一个或多个环节，运用尽可能多的教学手段融入具体的
知识要点。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调动各种资源进行辅助教
学，比如各种视频平台提供的现成的内容短视频、作者的直播
访谈、各种评论文章等。各种平台资源都可以成为我们融入思
政元素的铺垫或者载体，无疑增加了传统讲授所不具备的生动
性和代入感，视听声画更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这些现成的视
频资源往往因过于鲜明的政治导向性从而使其具有明显的说教
特点，很难达到思政元素隐性融入、润物无声的效果。在这里
并非批判和放弃视听呈现的内容展示方式，而是要理性的进行
思考设计和如何扬长避短。首先，对于各环节都能找到的大量
短视频资源，需要针对学科内容和思政元素进行质与量两个方
面的考量，仔细甄别和斟酌使用，质优量恰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否则仍然是“肉夹馍”的割裂状态。同时普通短视频存在互动
效果差、隔靴搔痒、隔岸观火的隔膜感、距离感等不足之处，
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的使用新技术解决学科教学过程中的特
殊需求。比如近年出现的 VR 技术、人工智能（AIGC)等。 

（二）新技术是课程思政教学的新路径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通过虚拟环境反映现实情境的技术，

一般也被称之为 VR 技术。在其诸多特点中沉浸性与交互性是
最值得关注的。沉浸性就是指人们通过可穿戴设备沉浸到 VR
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现实场景之中，并且产生直观的感受。而互
动性就是人们能够依靠智能设备与虚拟场景中的人、事、物实
现互动，在场景中实现更深层次的感受。在场景呈现面前语言
显得过于抽象，何况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千差万别。而虚拟
现实技术有助于强化教学直观性与实践性。同时沉浸性的体验
和良好的互动性，无疑增强了对知识的理解力和感受力。 

1.VR 技术创造出的虚拟场景有助于对抽象理论知识的理
解。在文学课程的讲授过程中有一些知识点是比较抽象的，比
如意境、审美意蕴等，是很难用语言讲述明白彻底的。如果借
助虚拟现实技术对小说进行内容进行虚拟构建，学生进入场景
进行深切的体验，就可以对抽象的理论知识进行生动的感知理
解。比如鲁迅的系列小说的主体思想较为晦涩难懂，很多小说
的时代背景学生也很难深刻理解和体认，如果通过虚拟场景进
行呈现，学生畅游其中并实现互动，就会对年代背景下的城市
环境、思想特点、风物人情都有较为深切的感受与理解了。如
果学生不理解社会的时代背景就不能很好的理解生活在其中人
物思想与行为特点，命运归宿、时代审美意蕴和人物审美意蕴

等较为抽象和深刻的内容。而课程思政的元素在很大程度上是
与这些内容重合或者附着在这些内容之上的，理解不了外在的
皮囊怎会理解内在的精华思想。所以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较好
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课程思政元素的由抽象到可视化的
这一更高需求，从而为实现思政元素润物无声的效果发挥了直
接推动的作用。 

2.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出现实现了文学课程从语言直接
转化为图像的飞跃。之前学生阅读名著都是边阅读文字边脑补
画面，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阅读的乐趣。但是有些作品所
描写的风景或场景因为学生缺失了在地经验和知识储备是很难
在学生脑海中形成准确、完整的画面的，人工智能的文字生图
技术的运用可以将作品中能读懂的或者读不懂的文字生成可视
的画面，并且随自己心意进行调整直到自己满意的效果为止。
同时在学生的作业实践环节，学生对年代背景的具体画像、人
物造型特点、具不具备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等具象和抽象的问
题都是模糊不清，现在都可使用 AIGC 文生图的技术进行可视
化的验证，检验故事成立与否。当然文生图的功能对于课程思
政来说不仅仅是帮助小说的内容和学生的作业进行生动的呈
现，而是利用这一技术将课程思政元素点进行了无痕迹的融入，
在视听高潮的部分让闪光的人性和爱国情感自然的呈现出来才
是课程思政需要的效果，才能消除“肉夹馍”和嫁接硬切的拙
劣手段和效果。 

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是最大程度上将抽象的思
政元素进行生动的画面呈现，让思政元素更为隐蔽的依托于具
体学科教学。并且以一个画面胜过千言万语的效果节省了时间、
提高了课程思政的效果。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背景下如何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与内容，
且兼顾思政内容的浓度、高度、广度等维度；实现润物无声的
效果，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呈现与思政课程同行同向的殊途
同归、并驾齐驱的动态奔赴。这一切的着力点在于思政内容融
入学科教学的路径探索。从不放弃传统手段的优势与效果，不
放弃新技术引入课堂。从传统手段到新技术应用，很好的实现
了思政元素从抽象到具象、从隔膜到沉浸、从旁观到互动的系
列飞跃；从第一课堂到多维课堂的多领域共同发力、持续影响。
多教学方法、教学环节的充分利用，才能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的
效果和诸多内在要求，最终实现“大思政”格局的建构和成功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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