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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民族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项目名称： 

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耦合育人机制研究 

一、立项背景与意义 

1、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概述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进展情况，500 字以内） 

（1）关于“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实施意义的研究 

韩宪洲（2022）认为持续深化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

要教学举措，要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强化思想认知。 

（2）关于“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辩证关系的研究 

徐杰（2021）认为，课程思政、专业思政拓展了专业教育的深度、广度和温度。

虞晓芬（2022）指出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想互为支撑，课程思政是专业思政的基础，专

业思政是课程思政的深化，是课程思政的系统提升。李胜等认为（2022）专业思政为

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专业规定性。 

（3）关于“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建设现状的研究 

张弛（2023）聚焦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现状，从教师行为、思政元素融入、

成果导向及特色化建设等角度展开梳理，指出尚存在重视教师建设而忽视学生反馈、

思政理念未主动渗透至课程整体、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思政教学差异明显等问题。 

（4）关于“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协同路径的研究 

韩宪洲（2022）提出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要遵循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在专业思

政框架下健全完善课程思政的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李娜（2023）从“四

源头”“六落点”“三向度”提出新闻传播学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的实施路径。 

2、本研究项目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和意义（限列 5条，300 字内） 

（1）基于 OBE 理念，明确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耦合育人的必要性，优化专业思政

顶层设计，明确专业思政育人整体性目标与要求，实现思政育人目标体系化、思政育

人要求制度化。 

（2）把握不同教学环节的特性和要求，找准课程思政育人的主线和抓手，提高第

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育人联动成效，围绕专业核心素养着力推进专业思政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进一步落实“三全育人”。 

（3）完善思政育人资源的挖掘、转化与贯通，完善课程思政支撑体系，构建专业

思政支撑矩阵。 

（4）完善强化动态评估，推动专业思政持续改进。 

（5）持续提升专业教师思政育人意识与能力，创新课程思政、专业思政教研形态，

夯实基层教学组织专业思政组织力，构建复合型专业育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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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方案 

1、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耦合育人实施意义 

①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看，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最小单元，专业是人才培养的

基本单元，都是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的基石，两者之间呈现“点”与“面”的关

系。 

②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看，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是站在专业和课程的角度确

立思政目标，两者互为支撑，共同贯通高等教育教学全过程，构成高校立德树人目标

达成的有机整体。 

③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看，增强政治认同，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树立崇高新闻理想，树立正确思政素养，锤炼过硬专业技能，是培养新时代卓越新闻

传播人才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④从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面向看，以服务区域社会发展为导向，聚焦地方传播

与基层传播，培养“讲政治、接地气、有本领”的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 

（2）“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耦合育人实施逻辑 

系统思维是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耦合的基础思维，是卓越新闻人才

培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体化设计和整体性推进是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耦合育人的

实践逻辑。 

（3）“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耦合育人实施现状 

主要包括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泛意识形态化”“硬融入”“贴标签”“两张皮”等

情况；思政教育元素未得到充分挖掘与利用，内容衔接融合把握不准；重视思政育人，

但具体措施和实际进展有限，思政育人效果参差。两者耦合不力的首要原因在于系统

思维缺位，顶层设计不明确、统筹推进不到位，导致两者之间的一体化、协同性、动

态性、开放性均未达到最优效果。 

（4）“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耦合育人实施路径 

①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中对学生

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出明确要求和规范表述，重视家国情怀、红色基因、科学精神、实

践意识、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把思政育人的总体要求分解细化到专业课程

（群）中，结合专业特点和课程类别分类分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最终实现思政育人

协同化与一体化。 

②铸牢课堂育人“主阵地”功能。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主动创设思政

育人新场景，精选恰当思政教学资源，改进思政融入时机、形式与话语，提升专业教

育思政育人的吸引力，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思政育人“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

活中来讲”“跟现实结合起来”，拓展思政育人资源的选择、转化与利用，提高思政育

人效能与社会人才需求的适配度。 



 — 3 — 

④采用多元主体参与、多种形式的考核评价。重点检验评估课程自身在思政教育

与专业教育两维度的协同性与统一性，动态调整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建设实施方案，

推出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群）。 

⑤树立全员参与理念。以“三全育人为导向，激发专业教师思政育人联动的主体

活力，压实基层教学组织思政育人主体责任，构建“系部——专业组——课程组——

专业教师”思政育人共同体，形成思政育人合力和协同育人效应。 

 

2、研究拟达到的目标 

（1）增强教师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明确“守渠种田”责任，

真正践行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根本任务。 

（2）提高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的育人能力。掌握思政育人的规律、方法

和艺术，提高说服教育、示范教育、共情引导等能力，做到自然、有机、贴合、恰切

地实施。 

（3）进一步明确专业人才培养“德育”目标和课程建设“德育”要求，选择恰当

的专业思政教育融入通道，在方式选择、教学活动组织、融入内容与时机等方面进行

科学合理的设计。 

（4）拓展实施课程思政、专业思政思政的内容载体，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时

代发展资源、区域特色资源、行业实践资源中的思政育人元素，通过恰当、合理、适

用的资源转化路径，延伸课堂理论教学的广度与深度，提高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的现

实阐释力，推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对话、衔接与贯通。 

 

3、拟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1）通过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有机耦合，力图解决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

的问题，实现育人与育才的统一，引导学生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方向、新

闻志向和工作取向。 

（2）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的系统化设计与一体化推进。通过各门课程思政的

协同化，将思政教育融通至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和专业建设整体框架中，弥合课程思

政与专业思政“各自为战”的现状。 

（3）充分认识社会资源向思政育人资源转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厘清人才培养过

程中资源转化的困境与难题，依托校地、校企、校媒协同育人机制，从内容选择、主

体行为、渠道创设、机制保障等维度探讨破解之道。 

 

4、项目的预期成果形式（需详细列出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如研究报告、实验报告、调

研报告、教改方案、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讲义、教材、课件、教学软件、著作、论

文等，其中研究报告为必备成果，预期成果形式为结项鉴定的主要依据。） 

（1）完成 1篇专题研究报告。 

（2）明确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人才培养“德育”目标，以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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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为契机，规范准确表述各专业人才培养“立德树人”目标，提供修订版人才培养方

案用于项目结项。 

（3）通过分类建构的形式，优化不同类型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提供 1-2 门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用于项目结项。 

 

5、项目的预期效益（包括实施范围与受益范围等，200 字以内） 

本项目以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的价值意蕴与内生逻辑为依据，针对地方高校新闻

传播“德育”要求与现状，探讨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耦

合机制，提升教师思政育人主体性，完善专业思政育人体系，优化课程思政实施方式，

丰富思政育人元素与话语，提升学生思政接受与认同、完善思政育人反馈评价，铸牢

新闻传播教育思政基底，全力构建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课

程思政与专业思政一体化育人格局。 

 

6、实施计划 

（1）2024 年 9月——2024 年 11 月： 

调研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开展情况 

（2）2024 年 12 月——2025 年 4月： 

完善“专业思政”“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方案， 

细化要点，分解任务，落实责任 

（3）2025 年 5月——2025 年 9月： 

优化专业课程“课程思政”目标与方案， 

开展教师“课程思政”教育教学能力培训与经验交流 

（4）2025 年 10 月——2026 年 9月： 

开展项目评价，撰写研究报告，完成结项工作 

 

7、本项目的特色、创新及推广应用价值（300 字内） 

（1）特色 

对标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立德树人”目标与要求，从地方高校实际出发，构建思

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专业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地方新闻传播育人体系。 

（2）创新点 

以一体化思维梳理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建设现状，从顶层

设计、内容形式、主体介入、评价激励等角度探讨两者耦合机制，试解决现存的专业

教育与思政教育“泛意识形态化”“硬融入”“贴标签”“两张皮”等情况。 

（3）应用价值及推广 

立足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特征，探讨与之契合的思政育人机制与路径，在专业

思政体系优化、课程思政方案设计与实施、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入、教师育人意识与能

力、学生接受与认同、思政育人成效评价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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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项目研究解决教学问题拟采取的主要方法（300 字内） 

（1）分类建设法：针对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模块课、专业素质拓展课、

集中性实践课程等不同分类，厘清各类课程目标与思政映射点，构建“课程思政”分

类建设体系，实现思政育人元素浸润式进专业、进课程、进课堂。 

（2）思政融入法：采取启发式讲授方式，通过历史事实、社会热点等案例，将课

程思政元素讲通讲透，将课程思政育人与专业教育有机、自然耦合。 

（3）资源开发法：开发课程思政、专业思政育人元素与资源，完善思政育人资源

案例库。 

（4）调研实践法：结合课程训练项目、创新创业训练、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通

过调查研究、文化寻访、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等方式引导学生“进基层、懂国情、长

本领”，锻炼学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强化思政育人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