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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共同体模式研究

刘广明，罗明丽
(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高校课程思政的终极目标是提升课程立德树人效能，教师是课程思政的“主力军”，高校
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直接影响高校课程立德树人的效能。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是教师实践
课程思政所需要的能力，既包括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感、自觉性，也包括教师从事高校课程思
政应该具备的课程生产能力和课程教学能力等。从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实施现状来看，部分高
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不足是影响高校课程立德树人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为部分高
校教师育人的使命感、实践课程思政的自觉性、课程思政的课程生产能力和课程教学能力等
存在一定的不足。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是由课程利益相关者( 包括课程团队教
师、教务工作者、课程设计者、学生、思政工作者等) 以学校和学院制度为契约基础自发生成的
一种互助团队形式，以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为目的，以提升课程立德树人效能为终极
目标，通过共同体情感共愉、凝聚共识、良治善治、共享共赢等功能促进高校教师互相学习、互
相帮助、互相成就，进而实现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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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课程思政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高校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

主力军，其课程思政能力是实现高校课程立德树

人任务的重要条件。目前，学界关于课程思政的

研究多集中于内涵分析［1］、价值意蕴［2］、路径探

索［3］等方面，关于高校教师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

对国外教师发展的分析［4］和国内教师发展的困

境研究［5］、机制研究［6］等，较少有高校教师课程

思政能力提升的相关研究。然而，培养并提升高

校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是实现高校课程立德

树人的重要环节。目前，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提升之路困难重重，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

共同体模式是一种有效探索。高校教师课程思

政能力提升共同体是由课程利益相关者( 包括课

程团队教师、教务工作者、课程设计者、学生、思

政工作者等) 以学校和学院制度为契约基础自发

生成的一种互助团队形式，它以提升课程立德树

人效能为终极目标，通过共同体的情感共愉、凝

聚共识、良治善治、共享共赢等功能促进高校教

师课程思政能力的提升。

1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教师能力新
要求

高校教师作为实践课程思政的主力军，其课

程思政能力是实践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直接影

响高校课程立德树人效能的提升。课程思政能

力是高校教师实践课程思政所需要的能力，即包

括立德树人的使命感、自觉性，也包括课程思政

的生产能力和教学能力等方面的内容。
1. 1 育人使命感

高校教师的育人使命感是高校教师课程思

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

政能力的前提条件。高校教师的育人使命感内

含了高校教师立德树人的愿景和“爱生”之心。
1. 1. 1 立德树人愿景

课程思政的终极目标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

愿景是高校教师爱岗敬业的标准之一。习近平

总书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强调“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7］。立德树人愿景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 一是高校教师内在的立德树人责任感，

二是高校教师外显的为人师表的言行表现。首

先，立德树人责任感是高校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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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动力。它促使高校教师主动学习育人知识、
研究育人实践、交流育人心得等，使高校教师真

正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另外，高校教师为人

师表的言行是育人的重要内容，教师的言行对学

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1. 1. 2 “爱生”之心

“爱生”的本质是“以生为本”，育人的使命感

促使高校教师时刻内省自身的思想和行为，督促

自己坚定“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理

念。首先，要坚持“以爱育爱、以爱激爱、以爱传

爱”，用“真心、真情、真爱”与学生交流沟通，绝不

因成绩、家庭背景、性格特点等因素区别对待学

生，并且要因人施爱，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了解

学生的本质需要，个性化的关爱每位学生。其

次，要坚持宽严相济的“爱生”方式，一方面要杜

绝一味地纵容行为，应做到因人而宽、因事而宽，

即根据学生性格特点、事情性质差异，实施不同

程度的宽容; 另一方面要杜绝一味地苛责行为，

应做到“严中有理，严中有爱”，严是重要的教育

手段之一，严的背后是对学生的高度负责，对学

生真心真诚、真挚的爱。
1. 2 课程思政的理性自觉

理性自觉是作为主体人的一种高度觉悟的

境界，实现人的理性自觉不仅包含理解做事的缘

由，还包括如何把事做好。提升高校教师实践课

程思政的理性自觉，需要对高校教师进行理念引

领、制度规范、氛围带动等。
1. 2. 1 理念引领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一文中

明确 指 出，全 面 推 进 课 程 思 政 建 设，教 师 是 关

键［8］。激发高校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积极性是

实践课程思政的首要条件。认知理论认为，认知

既能引起行为，又能改变行为［9］。促进高校教师

实践课程思政的理性自觉，需要在认知上进行理

念引领。首先，引领高校教师认同教育的根本任

务，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其次，引

领高校教师认同教师的基本职责，明确高校教师

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非仅仅是“教书”，教书

是过程，“育人”才是最终目的。再次，引领高校

教师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引领高校教

师认同共同体理念，明确信息时代课程思政效能

的最大化需要通过共同体来实现。人只有在共

同体中才能发挥最大价值，高校教师只有真正接

受并认同高校课程思政相关理念以及其意义价

值，才会积极主动地去提升课程思政相关能力。
1. 2. 2 制度规范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环境的一部分，为社

会行为提供稳定性、规范性，包括法律、规定、习

俗、文化、伦理、社会和职业规范等［10］。制度具有

一定的指导性、约束性、规范性和程序性等，能够

为工作和活动提供依据。高校教师实施课程思

政的理性自觉，除了需要理念认同，还需要制度

为其提供行动依据: 一为高校教师进行课程生产

提供依据，指导高校教师对思政元素进行挖掘;

二为高校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提供依据，引导高校

教师对思政元素进行合理使用; 三规范高校教师

的课堂教学方式，帮助高校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进

行课程思政教学; 四规范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和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共同体

模式在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方面的持续

性。从课程生产、课程教学、教学方式、共同体运

行 4 个方面规范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活动，能

有效提升课程思政立德树人效能。
1. 2. 3 良好氛围

个 体 的 行 动 力 和 创 新 力 受 环 境 氛 围 的 影

响［11］。良好的课程思政实践氛围，能有效激发高

校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带动更多高校教

育工作者加入课程思政实践。因此，提升高校教

师实践课程思政的理性自觉，除了理念引领和制

度规范，还需要良好的课程思政实践氛围。氛围

是一种外部条件，是在硬件设施、相关工作、模范

人事等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积极或消极的气场。
形成实践课程思政的良好氛围，首先，需要高校

管理者积极构建课程思政平台，完善课程思政实

践制度，为高校教师实践课程思政提供平台设施

和行动指引。其次，需要高校管理者和课程思政

带头人积极组织高校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培训活

动、研讨活动和相关比赛等，从而激励高校教师

积极主动学习课程思政相关知识、提升相关能

力。最后，需要课程思政带头人在共同体中发挥

榜样作 用，激 发 高 校 教 师 实 践 课 程 思 政 的 积

极性。
1. 3 课程思政生产能力

课程是高校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

重要载体。课程思政背景下的课程生产有两点

标准: 一是课程要坚守原学科属性，二是课程思

政下的思政元素与学科内容应高度契合。达到

上述标准，高校教师需要有扎实的学科知识、教

19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学与课程论知识、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教育

传播相关知识等。
1. 3. 1 扎实的学科知识

学科知识是生产优秀课程思政的基础。“课

程思政”课程若失去了原学科属性，不仅难以实

现课程的隐性育人效果，而且会损害学科原有的

价值。因此，只有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才能既

坚守住原学科属性，又挖掘出与学科知识相契合

的思政元素。高校教师具备的扎实的专业知识，

还需要不断通过共享和创新，实现对知识的量的

积累和质的提升。一方面，高校教师应积极主动

地参加知识的开发和共享，尽可能地将所有知识

凝聚在一起; 另一方面需要将知识进行有序储

存，并及时更新知识，建立高质量的资源库。
1. 3. 2 教学相关知识

高校教师生产课程思政不仅需要扎实的学

科知识，还需要教学与课程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教育传播理论等与教学相关的知识，它们

为高校教师生产优秀课程思政提供了理论指引。
首先，思政元素的选择和挖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相关知识的指导，为思政元素的质量提供保障。
其次，思政元素与学科知识的契合度需要教学与

课程理论知识的指导，避免课程思政出现“课程+
思政”的嫁接情况。最后，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需要教育传播相关知识的指导，帮助高校教师在

学科知识中无声融入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政的

隐性育人效果。高校教师只有同时具备扎实的

学科知识和教学相关知识，才能在课程思政生产

中把握好思政元素的质和量，在课程目标选择、
内容设计等方面做到恰到好处。
1. 4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指高校教师在课程思

政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理论知识、经验知识和

现代技术等，实现以学科知识为载体的价值塑造

的能力。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是集理论、
实践、技术于一体的能力，其中，实践是核心。
1. 4. 1 理论智慧

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高校课程思政

教学活动，是以学科知识为载体的综合育人过

程，不仅需要教学相关理论，同时需要思想政治

教育相关理论。首先，高校教师应具备教学相关

理论。比如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知识，

这些知识能够帮助高校教师了解教学规律、教学

问题、学生心理状况等，帮助高校教师准确把握

教学规律、认识教学现象等。其次，高校教师应

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比如，思想政治教

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等，这些理论能

够帮助高校教师了解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规律，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1. 4. 2 实践智慧

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作为实践性的活动，需要

实践性知识的指导。实践性知识需要教师在实

践中积累。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一个难点在于，

通过合适的方式方法，将选择或挖掘的“思政元

素”以“以盐入汤”的方式融入原课程。另一个难

点在于，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需同向同行，课程

之间形成协同效应，最终达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

效能最大化。解决上述两个难点，一方面，高校

教师需要在实践中逐渐习得“如盐入汤”的隐性

育人方法; 另一方面各类课程教师之间需要沟通

协作，避免思政元素的重复和遗漏，使各类课程

之间的思政元素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1. 4. 3 技术智慧

在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中，技术智慧是指高校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理论、经验、技术等进

行有效结合，以此提升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12］。
技术智慧不只是让高校教师学会技术，更重要的

是运用各种技术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偏好

等，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内容，实现精准教学。
同时，技术还能帮助高校教师从机械的教学工作

中解放出来，使其专注教学的创新和创造。

2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
困境

从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分析，高校教师课程

思政能力提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提

升高校教师课程育人使命感、实践课程思政的自

觉性、课程思政生产能力和教学能力等方面。
2. 1 高校教师育人使命感不足

高校教师的育人之心是其爱岗敬业的重要

体现，是实践课程思政的内在动力，是实现立德

树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部

分高校教师的育人使命感存在一定的不足，具体

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2. 1. 1 立德树人的责任意识不强

部分高校教师立德树人责任意识不强，具体

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仅仅把上课当作教学任务，

忽视课程立德树人的意识和手段; 二是在对学情的

了解、育人方法的研究、育人心得的交流等方面的

热情略显不足。简而言之，部分高校教师需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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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的责任意识，激发育人热情。
2. 1. 2 行为世范的榜样力薄弱

“师者为师亦为范”［13］。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高校教师在生活中要传递“大爱”，在行为上

要传递“大德”，在思想上要传递“大情怀”。“大

爱”即对学生的喜爱、对生活的热爱、对长辈的敬

爱、对万物的仁爱，“大爱”的核心是包容，是有容

纳万物的胸怀。“大德”即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

鲜明、立场坚定，严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严格约束个人言行。“大情怀”即重视家国情怀

和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提升精神境界和人生格

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要做到“大爱”“大德”
“大情怀”的统一。
2. 2 高校教师育人主动性不足

部分高校教师建设课程思政的主动性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足，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对

课程思政的认识略显不足，二是有些高校建设课

程思政的外在环境略显消沉。
2. 2. 1 认知略显不足

调查显示，部分高校教师在对课程思政的认

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缺乏课程思政理念［14］。一

些高校教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是思政课教

师、班主任和辅导员等学工管理员的事，忽视了

自身承担的育人职责［15］。另外，部分高校“重科

研、轻教书”［16］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

教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
2. 2. 2 外在环境略显消沉

良好的环境( 制度、氛围) 是影响各主体进行

“高校课程思政教师能力提升”行动的重要因素。
然而，部分高校更看中显示办学水平的“办学指

标”和各类“排行榜”等［15］。这在一定程度上会

使高校管理者和高校教师的关注点也相对偏向

科研，从而对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有所

忽视。总之，外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主体

人的行动选择，因此，促进各主体对于“高校教师

课程思政能力提升”这一重要工作的积极性，不

仅需要提升他们的认知，还需要创造良好的外在

环境。
2. 3 课程思政生产能力不足

课程是高校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

重要载体，高校教师课程思政生产能力极大地影

响着立德树人效果。当前，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

政生产能力，主要是克服部分高校教师课程教学

时间精力有限和课程思政生产相关知识( 学科知

识、教学与课程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

识、教育传播相关知识等) 薄弱的问题。
2. 3. 1 时间精力有限

目前，高校普遍存在师生比偏低的现状，高

校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相对较大［18］。这也是影响

高校教师进行课程思政研究的一个因素。另外，

部分高校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高校教师科研任

务压力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课程思

政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部分高校教师还承担

一定的行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占用了时间和

精力。
2. 3. 2 课程思政生产相关知识薄弱

课程思政生产作为实践性的工作，不仅需要

有学科知识的支撑，还需要有课程思政生产相关

理论知识的指导。关于课程思政生产的相关理

论知识尚未有较为系统的著作，需要教师自己摸

索，这对于部分缺乏系统培训的教师而言，存在

一定难度。
2. 4 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不足

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无法在接受高等教育

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且不会通过一些教学观摩自

然提升［18］。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也是一样，无法自

然形成，自然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是影响课程立德树人成效的关键。当前，高校教

师课 程 思 政 教 学 能 力 不 足，主 要 有 以 下 3 点

原因。
2. 4. 1 课程思政教学知识不足

学界对课程思政教学相关理论的研究尚不

够成熟，目前未发现相关著作出版。因此，高校

教师只能自己探索，难以通过系统的学习来获取

课程思政教学知识，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缺乏教

学素养和教学知识的高校教师而言，探索课程思

政教学知识更是难上加难。
2. 4. 2 课程思政教学经验不足

课程思政仍处于探索阶段，实践经验虽然不

少，但可借鉴性和普适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部分高校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难度，从而

降低了他们实践课程思政的积极性。
2. 4. 3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高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主要原因

是部分高校教师数据分析能力不足。调查显示，

部分高校教师不能熟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19］，教

师对考试成绩报告图的含义存在误解［20］。数据

分析能力不足使得部分高校教师面对海量的学

生数据无从下手，难以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立

德树人效果。

39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年

3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共
同体模式

共同体是基于共同价值、共同事业、共同目

标凝聚起来的有机整体。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

力提升共同体以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为

直接目标，以提升课程立德树人效能为终极目

标，通过情感共愉、凝聚共识、良治善治、共享共

赢等功能促进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提升。
3. 1 情感共愉: 提升教师立德树人愿景

“共愉”的基本意旨是“自立共生”，这里的

“自立”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内含上有一

定的重合，都包含个体对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

现的需要; 这里的“共生”可以理解为共建共享的

过程，即共同实践课程思政和共同享有共建的结

果和荣誉。这里的“情感共愉”可以简单理解为

教师在共建共享过程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从而

吸引更多教师加入课程思政实践队伍。共同体

的情感共愉功能可以有效激发高校教师立德树

人的行动，唤醒并提升高校教师立德树人愿景。
3. 1. 1 “自立需要”促进高校教师立德树人行动

这里的“自立”指高校教师对归属感、尊重和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情感上

的满足能够坚定高校教师对立德树人的追求，促

进他们的立德树人行动。首先，高校教师课程思

政能力提升共同体，能够在课程思政实践过程中

有效增加高校教师之间交流频次，促使他们从原

本普通的同事关系上升为亲密的伙伴关系，从而

满足教师的归属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追求共同

体的目标，促进他们的立德树人实践活动。其

次，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能够满足

高校教师的尊重需要。尊重可分为内部尊重和

外部尊重。内部尊重指自尊，即个体希望自己在

不同情境中具有实力、能够胜任、充满信心，外部

尊重指个体希望自己得到外界的尊重和认可。
教师的尊重需要促使他们为课程思政事业付出

行动和努力。最后，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

共同体能够帮助个体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自

我实现需要是指人们渴望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激

发自己潜能，并实现自己的价值。高校教师课程

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为高校教师提供了发挥自

身能力和激发自身潜力( 实践课程思政的能力和

潜力) 的条件( 资源、平台、竞争对手、合作伙伴

等) 。比如，在各种交流、合作、实践等过程中，高

校教师为立德树人目标各显其能，能力不断得到

提升，并逐步认可自己开展的事业的崇高性，进

而积极践行立德树人的行动。综上，高校教师课

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在心理上有效满足了成

员的“自立需要”，激发了他们立德树人的行动，

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他们立德树人的愿景。
3. 1. 2 “共生特性”促进立德树人的辐射范围

简单来说，“共生”是指共建( 共同实践课程

思政和提升课程思政能力) 和共享( 共同分享情

感上的满足) 。首先，在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提升共同体中，成员基于课程思政事业交流合

作、彼此成就，从而提升课程思政能力。在这一

过程中，成员之间在思想上互相交流、碰撞，立德

树人愿景会更加明确和强烈。其次，在追求立德

树人的过程中，成员平等交流合作，并在共同体

中获得友情和认可，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成

员之间产生高度信任。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提升共同体能通过共建共享的过程，坚定并提升

教师的立德树人愿景。
3. 2 凝聚共识: 强化教师理念认同

共同体天然具备凝聚意志、统一理念的作

用，能够凝聚和强化各主体之间的意识和理念，

使各主体把共同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促进共同

体主体之间的共同决策和一致行动。高校教师

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通过强化高校教师对

课程思政理念的认同，激发他们实践课程思政的

积极性，从而提升课程思政能力。
3. 2. 1 突出价值引领，强化高校教师理念认同

价值理念是共同体的组成基因之一，它从教

师的认知入手，强化教师对课程思政理念的认

同。价值理念影响甚至决定个体的人际交往。
立德树人理念是共同体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枢

纽，成员之间围绕“立德树人”所进行的沟通交

流，反过来又影响着各成员的价值理念。另外，

在共同体内，各成员进行共同的活动，遵守共同

的规则，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就高校教

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而言，教师在共同体

内进行课程思政实践活动并获得实践经验，实践

经验又反过来强化他们对课程思政理念的认同。
3. 2. 2 展现共生文化，强化高校教师理念认同

共生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在实践共

同事业和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其能够激发个

体主观能动性，促使成员的个体发展和共同体的

整体发展，从而走向共生共赢［21］。基于共生文

化，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能够强化

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念认同。首先，共生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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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程性产物，在形成之初，共同体内成员之

间的实践活动充斥着理念冲突。换言之，各成员

的实践活动受不同理念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共

同体内有影响力的带头人则发挥了引领作用，影

响着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实践活动，并且促使共同

体成员的实践动机逐渐由外部强化转化为内部

自励，不断加强各成员的理念认同。其次，共生

文化能够促进高校教师动机内化。共同体内各

成员基于共同目标和共同事业彼此交流合作，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动机由最初的

外界因素驱动转变为内在动力驱动，课程思政理

念逐渐被深化。
3. 3 良治善治: 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生产能力

共同体的治理方式具有开放包容、人人尽

责、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特点，其开放性、合作

性、共享性等优势，能够促进共同体成员各尽其

职、共建共享，实现个体和共同体的共同发展。
3. 3. 1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同治

理优势

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目标、共同事业、共同价

值形成的有机整体，能够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发

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优势，促

进个体和共同体的共同发展。首先，共同体的治

理优势有助于提升高校管理者进行顶层设计的

积极性，为高校教师提升课程思政能力提供制

度、平台、机制、人才培养方案等物力、财力、资源

等方面的支持。其次，共同体的治理优势有助于

提升基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进行平台维护、资源

建设等的积极性，从而为高校教师提升课程思政

能力提供稳定的环境。最后，课程思政带头人和

高校教师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共

同体环境中，能够积极进行课程思政生产实践活

动，积累课程思政生产的相关实践经验。比如，

课程思政带头人积极与高校教师合作生产课程

思政，并且发挥榜样作用，激发高校教师之间合

作进行课程思政生产。
3. 3. 2 资源共建共享优势

资源共建，一是指高校教师合作进行课程思

政生产; 二是指共同体全体成员为高校教师生产

课程思政提供支持，如平台支持、技术支持、资源

支持等; 三是指凝聚全体高校教师的智慧，形成

课程思政资源库。资源共享，指共同体成员共同

享有课程思政资源库内的课程资源。高校教师

合作进行课程思政生产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如，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合作，不仅能够实

现知识上的互补，提高课程思政生产的效率，还

有助于教师掌握课程思政生产相关知识，积累课

程思政生产实践经验，提升课程思政生产能力。
另外，资源共享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多优质资源。
教师通过借鉴优秀资源案例能够提升自身的课

程思政生产能力。
3. 4 共享共赢: 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共同体是各成员在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

前提下形成的有机体。在共同体中，各主体地位

平等，通过平等交流共享经验，从而实现参与主

体的共赢。
3. 4. 1 平等交流，相互开放，共享教学经验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中各成

员地位平等，教师之间平等交流，完全开放地分

享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共享课程思政教学智慧。
首先，平等交流使教师能畅所欲言课程思政教学

经验、心得、困难等，既能为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提供智慧，又能吸收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

课程思政教学智慧。其次，相互开放能够使教师

的课程思政经验在被共享的同时，又得到其他成

员的评价，对教学经验贡献者来说是认识自身不

足，提升自身教学能力的机会; 对评价者来说，是

贡献自己的教学智慧，吸纳别人的教学智慧的机

会; 对其他高校教师而言，是提升自身课程思政

教学能力的有利资源。高校教师在平等交流、相
互开放、共享教学经验的过程中，强化了自身对

课程思政教学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吸纳、
借鉴了别人的教学经验，提升了高校教师课程思

政教学能力。
3. 4. 2 取长补短，相互合作，参与主体共赢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中的成

员有共同的目标，直接目标是提升自身的课程思

政能力，终极目标是提升课程的立德树人成效。
高校教师之间的差异是促进合作的主要动力［22］。
因此，基于共同目标以及高校教师之间的差异，

高校教师之间相互合作、取长补短，从而实现共

赢，既能提升自身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又能提升

课程的立德树人效果。首先，在专业课教师与思

政课教师的合作中，思政课教师为专业课教师提

供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从而提

升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专业课教师

为思政课教师提供融入思政课程的思政元素，为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提供帮助，促进思

政课程的教学成效。其次，同一专业不同学科教

师之间的合作，能够实现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同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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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同时，高校教师

之间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不一，通过在合作中相

互借鉴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分享课程思政教学经

验，能够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4 结语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共同体模式

是持续高质量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一

种有效方式，它通过凝聚共识、良治善治、共享共

赢、情感共愉等功能从理念、治理、合作、共愉等

方面促进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有效提升。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共同体在提升高校

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方面的有效性，得益于共同体

的原则立场、价值属性和方法论基础等。但这种

模式并非自然运行、顺畅高效，它需要系统思维、
问题导向，需要科学解决高校课程思政能力提升

共同体的运行环境、运行机制、运行制度等。唯

如此，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的共同体模式

运行才能更为顺畅，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提升

的效果才能更为显著、运行才能更加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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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MUNITY MODEL FOＲ THE
IMPＲOVEMENT OF TEACHEＲ'S CUＲＲICULAＲ THINKING

AND POLITICAL SKILLS IN HIGHEＲ EDUCATION
LIU Guangming，LUO Mingli

( College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ourses． Teachers are the "main force" of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college courses．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abi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is the ability needed by teachers to practice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including not only the sense of mission and consciousness of cultivating people，but
also the course production ability and course teaching ability．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iculum-
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ourses，the lack of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some university teachers is the main obstacle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courses，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sense of mission，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the production ability and teaching ability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The community on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is by curriculum stakeholders ( including course team teachers，faculty members，curricu-
lum designers，students，education workers，etc．) based on school and college system for contract spontaneous
generated a kind of form of mutual team． It aims to improve college teachers＇ education ability for the purpose
and to enhance curriculum educational efficiency as the ultimate goal． Through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ty e-
motional pleasure，consensus，good governance，sharing and win-win，it to promote college teachers' mutual
learning，help each other，mutual achievement，and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college teachers’curricu-
lum edu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teachers; the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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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first of all，it needs to be confirmed that the owners and users of AI are the appropriate copyright
subjects，and should not be AI itself． Secondl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the creative ability． It not only car-
ries out the creative behavior，but also its creation results are originaland meet the constituent requirements of
the work． Once again，after confirming th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hievements meet the composition condi-
tion of the work，we should not only clarify its legiti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but also need
to demonstrate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and protection method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originality; copyright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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