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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以高校课程的育人属性作为出发点，其建设的本真追求在于促进高校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师践行教书育人使命，促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目标。然而，课程思政的建设

与推进却在现实的课程教学中面临着高校协同不够、教师能力不及、学生认识不足等现实阻碍。高

校应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多主体视角出发，通过系统化思维、协同化推进和个性化发展等进路，促

进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走向“善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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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不仅具有“知识共同

体”属性，同时也兼具“德育共同体属性”［1］，两者的

二维耦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

要内容，并对“政治正确性”提出较高要求。［2］为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关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并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做出系列部署。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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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后，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

“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第一次对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明

确要求，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伴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驱动，课程思政日益成为

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热点。基于不同的

研究视角，研究者将“课程思政”归为教育理念，或

思政方法，或教学体系，或实践活动等［4］，这充分反

映了课程思政在高校育人功能中的重要地位，需

要高校全体师生的协同参与、共同发力。然而，综

观现有研究，多是从高校的宏观管理层面或教师

课程教学层面进行探讨［5］，而从高校全体师生协同

参与的角度进行研究相对不足。基于此，本研究

从高校、教师和学生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视角出

发，旨在明晰不同主体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本真

追求，以及课程思政在多主体建设推进中遇到的

阻碍，在此基础上探寻课程思政协同共进的实践

进路，以期为新时代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

有益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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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本真、阻碍与进路

一、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本真追求

“为国育才”的政治逻辑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现

代化政策的首要逻辑，这既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6］，也是事关“为谁培养人、培

养什么人”的教育根本问题。课程思政从课程育

人的主渠道着手，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通

识教育以及实践教学等相融合，本质上进一步促

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师践行

“教书育人”使命，实现学生“全面发展”需求。

（一）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

的根本需要

“德”是人的精神和灵魂，“立德”是“树人”的

根基，“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生命与灵魂，这关系到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教育根本问题。艾

伦·布鲁姆（Allan Bloom）认为：“每一种教育体制都

有它所要达成的道德目标，这影响着它的课程设

置。它要培养特定类型的人。”［7］我们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

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

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

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

长起来的。”［8］新时代高校的人才培养，就是要以

“立德树人”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把“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坚持以德为先，把

理想信念教育和家国情怀教育摆在人才培养的首

要位置，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

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

生的有用之才。面对这一目标，高校如何在育人

实践中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成为当前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在于充分挖掘各类

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寓价值观教育

于知识教育之中，把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

养融为一体，实现育人和育才的统一。这种统一

以“立德树人”的“共同善”作为高校育人共同体的

价值共识，将各类课程的授课教师与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的教师一起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促

进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同向同行，形成

全员育人的协同效应。高校通过课程思政建设，

能充分发挥课程育人的主渠道作用，让学生的国

家大德、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相融共生，形成目标

清晰、内容完善、层次分明的道德秩序。［9］因此，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基于“立德树人”的价

值共识对课程育人体系进行价值重构的重要手

段，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根本需要。

（二）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教师“教书育人”

的核心使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明德至善是大学永恒的追求，而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李觏《旴江文集·广潜

书》）。教师既是大学教学的主体，也是教导学生

崇善明德的核心力量。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

其“教书育人”的使命性，这不仅是我国古代教育

的传统，也是当代教师的根本要求。著名教育家

孔子将教师定义为：“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

者也”（《礼记·地官·司徒》）。唐代著名的思想家

韩愈也认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

说》）。这些名师大家均把“教书育人”视为教师的

本质特征，认为教师不能仅停留于向学生传授知

识的“经师”层面，还应成为向学生传道并引导其

成人成才的“人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教

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甘当人梯，甘当铺

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

学生的智慧之门。”［10］在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建设的新时代，教师唯有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

要使命，从传统的“教书匠”转向塑造学生灵魂和

生命的“工程师”，才能真正为学生指引人生发展

之“道”。

然而，长期以来，在大学的课堂上，尤其是在

部分专业课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智育、轻德

育和“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部分专业课教师

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学科知识的传授和专业能力的

提升上，逐渐淡化了课程的育人功能。这种现象

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部分专业课教师忽视了课程

的育人性，没有将“育人”和“育才”协同推进。课

程思政强调所有课程都要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育人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只有基

于大学课程的育人属性，促使“智育”与“德育”在

互嵌共生的善态聚集中实现“知识观”与“价值观”

的有机融合，才能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

和天职。因此，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教

师基于“教书育人”的核心使命，将教给学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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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本真、阻碍与进路

和技能的“教书”与引导学生追寻自我价值的“育

人”相统一的重要手段，从而让学生在增长知识、

启迪智慧的同时塑造品格、浸润心灵、坚定信念。

（三）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

展”的内在需求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人的全面

发展学说，该学说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是具体

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必须充分发挥自身所

蕴含的全部人类实践活动的能量，成为对社会发

展有贡献的大无私的人。［11］基于马克思的人的全

面发展学说，新时代的教育改革提出要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使

高等教育改革回归到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基

础。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奥尔特加·加塞特

（Ortega Y.Gasset）认为：“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

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达到时代标准所要

求的高度。”［12］然而，在高校传统的分科式专业教

育中，其教育目标更偏向于学生的工具化发展，通

过增长学生的专业知识，使其成为更加优秀的专

业人士。由此导致“培养文化修养”的价值理性极

易被忽视，这也是为什么“全面发展的完人是不会

从像‘工程师’这样只具备局部技术知识的人身上

找到的”［13］原因，表征出大学传统的专业教育在育

人理性上的单向度标准。道德品质的塑造和文化

修养的培育是人全面发展的首要基础，是价值理

性在育人理性中的回归。所以，新时代的课程教

学，首先要将人的价值塑造作为其首要目标，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正如康德所说，“通过对明智的塑造，人成为

公民，这样他就取得了一种公共的价值。……最

后，通过道德塑造，他获得了一种对人及整个人类

的价值。”［14］大学阶段正处于学生人生发展的“拔

苗孕穗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道德和灵魂的塑造是大学教育的核

心。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多

元价值并存所引发的选择焦虑、主体意识觉醒所

带来的极端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所

衍生的功利主义正在不断侵蚀学生的心灵。［15］如
何帮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定位自我价值以寻求人

生发展之“道”，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生命成长，

是高校及教师的初心与使命。课程思政以追求人

的价值塑造为核心追求，使课程的教学思维回归

人的主体观照、追求人之全面发展的价值，让学生

通过课程学习实现思想启蒙、人性启迪和精神塑

造。因此，全面推进课程思政也是实现学生全面

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阻碍

从本质上讲，课程思政与高校“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教师“教书育人”的核心使命以及学生

“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是相通的，强调的均是要

在课程教学中强化育人工作，以实现对学生的精

神启蒙和价值塑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然而，这

样一种教育共识却在现实的课程教学中被逐渐弱

化，高校协同不够、教师能力不及、学生认识不足

等因素成为新时代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

阻碍。

（一）高校协同不够：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

育“两张皮”现象较难根除

课程学习是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重头戏，课

堂上授课教师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尤

其是师生在课堂教学的对话交往中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升化过程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情境。

在高校课程体系中，既有专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也有开展专业教育的学科

专业课程。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发挥着显性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在高校课程体系中所占的

比重远不及学科专业课程。因此，要通过课堂教

学的主渠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课程育人局

面，不能仅靠显性课程，还要充分发挥学科专业课

程的育人功能，强化所有课程的三维目标，在知识

教育和能力塑造的同时，强化情感态度价值观教

育，实现“育人”和“育才”的协同共进。

然而，经过案例比较发现，当前高校的专业教

育从人才培养方案到课程计划中的各类课程大都

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作为培养目标和教学目

标，其价值引领的目标被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亦被弱化。［16］造成这一境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的协同育人

推进不够，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与

从事学科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缺乏畅通的沟通渠

道，两者往往各自为阵、互不了解，导致思想政治

教育与专业教育逐渐分化，呈现“两张皮”现象。

尤其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自然科学类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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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教师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课程教学主要

集中在与专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方面，突出

量化的手段和技术，使得课程的学习过分强调客

观和价值中立。［17］同时，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多由

各个学院、专业或系组织制定和修订，而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通常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这类承担公共课

教学任务的学院进行授课。专业课程的授课教师

基于对自身专业认知理所当然地更加强化学生在

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增强学

生的专业素养使其成为能适应未来职业发展需求

的专业人员。在这种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

下，培养方案中的学科专业课程自然更加注重知

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也就无法全面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

（二）教师能力不及：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协

同化”教学不易推进

教师是高校课程教学的主体，同样也是育人

的主体，在引领学生价值观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能力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发

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决定着该项工作的目标能

否达成。当前，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共识

和全员育人的价值理念下，高校教师几乎都已经

认识到了自身教书育人的职责和使命。但是，仍

然存在部分课程，尤其是自然科学类的学科专业

课程，并没有在知识传授中同步对学生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导致“门门课程有思政，教师声声讲育

人”的局面并未形成。其原因除了少数专业课教

师在主观上对课程思政的认识还不到位外，更多

的还是因为大部分教师缺乏推进课程思政的相关

能力，不知道该如何开展课程思政，导致价值引领

与知识传授的“协同化”教学应用不足。

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不足体现在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包括教师不知道

如何结合课程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如何结合

课程内容挖掘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及通

过什么方法与载体引导和教育学生。首先，教师

存在对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生搬硬套的问题。课

程思政的目标除了结合课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

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从价值层面围绕“培养什

么人”来决定。然而，当前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

通常站在“本位主义”的视角，就课程而谈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缺乏与人才培养总体定位之间的衔

接。其次，教师存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挖掘不

深的问题。由于大部分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通常

只熟悉本学科体系和专业知识结构，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理解与认知不够，对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挖

掘不深，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过度窄化和片面化，

导致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容易出现“贴标签”的情

况。再次，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存在课程与“思政”

的融合力不足的问题。课程思政是一种隐性教

育，需要在师生的交往中以润物无声的渗透式教

育方式达成。然而，当前的教师在课堂中已经习

惯了显性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导致课程思政的

协同化教学较为生硬，使学生容易产生反感的

情绪。

（三）学生认识不足：价值理性与工具人格“融

合性”发展出现偏颇

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强势发展，工具理性在

现代社会不断扩张，以效率和竞争为特征的市场

机制成为教育领域发展的新样态，导致教育越来

越关注可预测、可计量的工具化人格培养。为了

能使学生在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中谋得一席之

地，学校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将

教学的目标与需求窄化为未来职业发展所需掌握

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当工具理性成为统驭学

生成长认知的核心力量时，课程教学开始有针对

性地发展学生外化的功能和手段，努力将学生打

造成为社会分工中的一个合格且精致的工作“零

件”，促使学生的工具人格不断扩张。这种扩张使

得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价值理性逐渐式微，表现

为过度关注知识、技能和方法的掌握，而忽视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领悟，导致价值理性和工具人

格的“融合性”发展出现偏颇。

学生是高校课程学习的主体，他们对课程思

政的认识和参与是推进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

影响因素。然而，在课程教学的实践中，学生主体

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不足成为推进该项工作的现实

阻碍，这既有主观上学生学习态度导致其认识不

足的原因，也有客观上课程质量低下导致学生认

识不足的原因。一方面，在主观上，学生受工具理

性统驭的影响，认为课程学习就是为了获取知识、

掌握技能，从而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内的专业人

员，以此获取未来职业通道上的“敲门砖”。这种

主观上的学习需求导致学生对情感态度价值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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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学习表现出较低的学习意愿，甚至对教师在

课堂上的某些空洞说教流露出反感的情绪，由此

弱化了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积极性，阻

碍了课程思政的进一步推进。另一方面，在客观

上，由于高校课程中存在着很多轻松易过、内容陈

旧的“水课”，教师觉得只要能够完成教学任务，让

学生修够学分、顺利毕业就行。在这种教学观念

的导引下，教师只是根据教材中的知识点和任务

点，照本宣科式地开展课堂教学，缺乏对学生价值

的塑造和思维的启迪。学生在这类课程的学习中

默认了课程就是学习知识和锻炼能力，认识不到

课程还有塑造价值的育人功能，长而久之也就缺

乏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无法形成倒逼学校和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的动力，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又一

阻碍。

三、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进路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隐性教育，成为当前高校

实施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进路，能有力地促进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教师“教书

育人”的使命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

应形成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协同机制，从学

校、教师和学生的多主体视角出发，通过系统化思

维、协同化推进和个性化发展等促进新时代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走向“善治”之道。

（一）系统化思维：从学校层面加强对课程思

政的整体规划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绝不是学校

简单开设两门课，更不是教师单纯讲两节课，而是

要将这一改革理念贯穿到人才培养和学生发展的

全环节和全链条，从学校层面进行整体规划和系

统推进。［18］高校要以“立德树人”这一理念为指导，

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发，统筹课程思政各

项工作开展，构建全课程和全过程的课程思政内

容体系，实现课程育人的全课程覆盖。首先，学校

要从系统化视角构建全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体

系。育人要回归课堂教学的主渠道，绝不能仅局

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专业类课程和通识类课

程等所有课程都肩负着育人的职责和使命。高校

要以课程体系建构为基础，在全课程的育人体系

构建中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在思想政治理

论课基础上，让通识教育课程培育大学生的公民

素养，让哲学社会科学类专业课程凸显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功能，让自然科学类专业课程强化科学

精神的养成。同时，课程是专业的构成要素，每一

门课程都是为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高

校课程思政的全课程育人还要注重专业培养目标

与课程思政目标之间的有效衔接，从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入手，构建知识为基、能力为本、价值为核

的三维目标，在价值塑造目标的整体引领下指导

专业中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开发。其次，学校要

从整体化视角构建全过程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在传统观念中，课程教学通常指第一课堂的教学。

但仅靠课堂教学远未构成完整的育人环节，学生

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还需通过实践和应用才

能在价值层面实现“知行合一”。高校要构建课程

思政的全过程教学体系，需将教学的第一课堂与

实践的第二课堂相融合，以第一课堂的课程思政

目标为引领，实现两类课堂的融合设计与相互支

撑。高校要打通一、二课堂之间的沟通渠道，让第

一课堂的开设能考虑第二课堂的达成度，第二课

堂的开设能考虑到第一课堂的融入度，让学生在

第一课堂形成的价值观念能在第二课堂中进行有

效实践，也能让从第二课堂获得价值感悟去支撑

第一课堂的学习内容。

（二）协同化推进：从教师层面提升其课程思

政的教学能力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教比学要困

难得多，因为教要求的是：容许人去学，而不是把

学习强加于学生身上。［19］教师作为教学的主体，需

要强大的支持性能力，以此才能支持教师的教学

能力，并转化为学生能力，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得到

训练，教学真正富有成效。［20］思维是价值层面的发

展，与知识传授相比，价值的传递和塑造更加具有

挑战性。恰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的，

“合适的教育尤其关心我们从学习中得到的价值

和意义——我们如何感觉到学习应影响我们的观

点和我们的行为，还影响关于我们自己的观

念”。［21］教师要在认知“教书育人”的使命下，不断

提升自己的育人能力，主动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将

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协同推进，引领学生通过知

识的学习探寻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具体而

言，一是充分发挥教师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中的主体参与性，广泛征集一线教师对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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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设计的意见，使广

大教师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上形成“培养什么人”

的价值共识。教师要以人才培养目标价值追求上

的“共同善”作为课程计划中各门课程制定课程目

标的核心要义，突破自身在单一课程教学设计上

的“本位主义”，将各门课程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

育与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相衔接。同时，基

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价值目标的定位挖掘

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避免将马克思主义思

想观念和党的政治理论进行简单化的“贴标签”式

教学，应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知识要点，开展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协同化教学。二是加强系、教

研室一级的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组成课程思政教

研共同体，共同提升组织内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

能力。教研共同体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采取集

中研讨、集中培训、集中备课等方式，建立可持续

的课程思政教研机制。如通过系统梳理课程在情

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上的教学要点，研讨课程在思

维表现上的价值要求，分析相关的课程教学资源，

发掘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探索启发学生思

维的方法之“道”，从而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教育

教学能力。

（三）个性化发展：从学生层面增强对课程思

政的价值认同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要知道对人来说什么是

善的。要按照各种善的次序来认识善。价值是有

等级的。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价值

等级，建立这个价值等级，并且以这个价值等级为

生。”［22］教育对“善”与“价值”的追求正是教育的价

值理性，如果大学只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将教育局

限于培养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工具人”，那么高等

教育将沦为社会发展的工具，其原本承载的知识

启蒙价值和作为育人活动的精神属性将被误读。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人才培养的社会活动和让人成

为人的精神活动，应努力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人，以追求一种德性意义上的幸福生活。［23］课程是

高校育人的主渠道，学生要从教育的本质上认清

课程的育人内涵，理解教育的价值属性，从内心生

长出对课程思政的价值认同，从而主动参与到课

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中，让自己在德性意义的追求

上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一是丰富课

程的育人内涵，让学生明确课程在情感态度价值

观教育上的目标和内容，客观上引导学生形成对

课程思政的价值认同。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旗帜

鲜明地开展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加强对学生价

值的塑造和思维的启迪，从外在的输入中让学生

认识到课程除了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锻炼之外，

还具有价值塑造的育人功能。在持续的外界引导

之中让学生在课程教学中形成对价值理性的追

求，倒逼学校和教师主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持续建设。二是完善课程的考

核内容与方式，开展非标准答案考试改革，引导学

生从主观上形成对课程思政的学习需求。充分发

挥评价的“指挥棒”效应，在课程考核环节增加对

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考核内容，反向推动学生

重视课程中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学习内容，积

极参与课堂中的价值探讨，从学生的需求角度推

动学校和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综上，新时代高校应高度重视课程的育人属

性，充分认识课程思政建设的本真追求，从学校、

教师和学生的多主体视角出发，通过系统化思维、

协同化推进和个性化发展等进路，破除高校协同

不够、教师能力不及、学生认识不足等现实阻碍，

促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师践

行“教书育人”使命，促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目

标。由此，才能真正促进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走向“善治”之道，使课程教学“为学生点亮理想

的灯、照亮前行的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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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Hindrances and Approach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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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attributes of university courses, the true pursui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promotes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by

virtue, urges teachers to practice the miss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students, and urges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re faced with practical obstacles such as lack of coordination amo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ck of teachers’ability and students’understanding in the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should promote from the multi-subject perspective of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era to the way of“good

governance”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stematic thinking, synergistic promotion and personalized de‐

velopment.

Key words: the new era;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course ed‐

ucation;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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