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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宣传党的思想、塑造学生价值观、增强学生认同感的有效途径。“二十大”的内容与精神，

是课程思政时代性与现实性的体现。本文以“二十大”精神阐述及其适用范围为出发点，以“二十大”

精神与公共管理学科课程思政有机融合为目标，剖析公共管理学科课程思政特征，梳理其相关性和构建

逻辑，从而提出有效实施途径和保障措施，为公共管理学科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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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ublicize the Party’s ideology, 
shape students’ values and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identity. The content and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imes and real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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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Starting from the exposition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and its applicable 
scope, and aiming at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pirit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curriculu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curriculum of public administra-
tion, sorts out its relevance and construction logic,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way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curriculu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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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报告中肯定了新时代 10 年的变革，阐明了

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引领下的使命任务，谋划了未来发展的目

标与方向。在教育从业者看来，报告尺寸千里又震撼人心，是不可多得的教育与塑造大学生思想的素材。

报告统筹全局，高度浓缩和提炼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如何将指导思想具象化、战略规划

明细化，如何将报告内容解读给学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课程思政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载体

与途径。那么“二十大”精神如何融入课程思政、哪些内容与公共管理学科相关、如何融入课堂等问题

的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价值。 

2. 融入思政的意义 

“二十大”意义深远，单靠讲解与宣讲途径单一，课程思政是恰当的载体；课程思政内容需要具有

现实意义以及时代特征，二十大精神正好是课程思政不可或缺的养分。在教育事业中，两者有机融合，

既能提升课程思政质量，又能增强宣传效果。 

2.1. 时代赋予大学生使命必然性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大学生是应对机遇与

风险的关键要素，是时代赋予大学生的必然使命，那么就需要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发展与变革具有充分

的了解，才能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保障[1] [2] [3]。首先，思想上统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大学

生是未来支撑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只有思想上与党站在一起，才能真正保障国家发展动力不缺失。通

过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解读与阐述“二十大”精神，能有效降低大学生心理负担的同时增加

大学生对党与国家未来规划与发展的了解，增强认同感，坚定与党站在一起的思想意识。 

2.2. 引领提升课程思政内涵层次 

目前课程思政建设如火如荼，但是成功典型案例的适用广度还是有所欠缺。多数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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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点与时代发展、国家建设需求并不十分紧密，这样的课程思政在国家人才意识需求层面看来，其讲

授的内涵质量与层次略显不足[4] [5]。“二十大”精神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

系统部署，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导向鲜

明、意义深远，充分体现了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工作寄予更高期待、提出更高要求。那么，

把“二十大”精神融入课程思政，则是对课程思政内涵层次的提升。 

2.3. 丰富完善课程思政效果 

“二十大”从战略全局对党和国家事业做出规划部署，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可以说未来 10 年

发展规划都能从“二十大”精神中有所领悟。那么，学校的课程思政就是要与党同步、与国家发展同步、

以时代同步。将“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到课程思政中，既丰富课程思政的内容，又完善了课程思政的

时代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在意识与思想上与党、国家和时代同步。 

3. 与公共管理学科相关逻辑梳理 

3.1. 公共管理学科特征梳理 

公共管理学科是以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为导向，研究如何运用公共政策和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科。公共管理

作为一级学科包括有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二级学科。各专业主要核心课程涉及管理学、

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法学等相关基础课程，还包含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伦理等专业基础课程。因

此，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公共性、综合性以及多样性等特征。 

3.2. “二十大”精神阐述 

在“二十大”报告中，以大会主题中的伟大建党精神为开篇，陆续提到了 13 个精神。其中有需要社

会弘扬的伟大建党精神；纠治“四风”建设的钉钉子精神；中华民族伟大飞跃中需要焕发的历史自觉和

主动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前进道路上坚持发扬的斗争精神；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劳动精神、

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繁荣发展强军的战斗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人民首创精神。这 13 个精神在方方面面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起到思想引领作用，是课程思政中不可多得

的精神食粮与教学范例。 

3.3. “二十大”精神与学科课程思政支撑逻辑 

课程思政主要目的是在知识传递过程中，对学生起到思想上的引领、价值观的重构以及认识上的指

导。由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特殊性，其知识传授、应用以及实践等过程都是构建的学生对公共产品的认识

与理解之上，那么学生思想以及价值观上的引导与塑造就尤为重要[6] [7] [8]。课程思政是公共管理学科

对学生思想教育重塑的有效途径，基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特征，其又对课程思政有一个天然的基础支撑。 

3.4. “二十大”精神是学科课程思政的养分补充 

课程思政的政治性、时代性、顶层引领性尤为重要，“二十大”中阐述的 13 个精神无论是在时序长

度还是涉及广度，都是优秀的公共管理学科课程思政养分补充。其涉及理论创新与应用、党组织建设与

改革、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培养、粮食安全、社会稳定、政府治理、反腐倡廉、

民主法治、文化复兴、民生保障、绿色和谐等众多领域。同时，公共管理学科在讲授内涵价值维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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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予以其良好的平台支撑。 

3.5. “二十大”精神对学科课程思政的支撑 

从学科特征可以看到，公共管理学科以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为导向，其学科课程体系分为三大部分，

即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图 1)。那么“二十大”中阐述的 13 个精神对三大部分在课程思政思

想逻辑构建上均有支撑。伟大建党精神可以支撑通识课程中人文科学课程、社会科学课程，如职业规划、

形式与政策、安全教育等；钉钉子精神可以支撑专业课程中专业选修课程，如数字经济、风险防控、公

共危机管理等；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可以支撑通识课程中自然学科课程，如高等数序、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等；斗争精神可以支撑专业课程中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如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主义法

制精神可以支撑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如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等；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可以支撑通识课程中人文科学课程、社会科学课程，如心理健康教育、大学外语等；劳动精神可

以支撑专业课程中专业选修课程，实践课程中实验实训、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如组织管理、工程实训、

专业实践、专业实习等；奋斗精神可以支撑实践课程中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训练，如创新创业教育与训

练、跨专业实训等；奉献精神可以支撑专业课程中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如公共管理、公共事

业管理、非盈利组织管理等；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人民首创精神三者可以支撑实践课程中社会实

践、创新创业训练，如社会调查综合实训、双创教育等；战斗精神可以支撑通识课程中自然学科课程、

实践课程中实验实训、专业实习，如军事理论、国防教育、军训等。 
 

 
Figure 1. The spirit of the “Twenty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logic of subject courses 
图 1. “二十大”精神与学科课程思政支撑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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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十大”精神融入课程思政的构建逻辑 

“二十大”精神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漫长过程。目前，虽然课程思政建设如火

如荼，但是具体成效乃至长期效应，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所以，有机融合处于实施与成效间的探索。 

4.1. 顶层设计 

课程思政本身是思政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深度且无界限的扩张产物，那么其本质是在任何教学形态

下思想认识上的有机融合，思想认识与领悟则是首要任务。教师自身对“二十大”精神认识与领悟对“二

十大”精神与课程思政的融入乃至成效都存在重大影响，所以从整个学科培养体系视角进行顶层设计是

十分必要的(图 2)。以思政视角重新审视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从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特点出发，分析整

个学科在教学体系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依据问题寻找问题的课程载体并在体系设计中制定课程的思政目

标，从而进一步明确教学体系建设任务。 
 

 
Figure 2. The logic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wenty National Congres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curriculum of the curriculum 
图 2. “二十大”精神融入课程思政的逻辑图 

4.2. 融合途径 

“二十大”精神与公共管理学科课程思政有机融合需要与课程体系重构以及思政教学融合拓展，才

能完成建设任务。首先，需要“二十大”精神与课程思政目标融合。课程思政目标中涉及思想引领、精

神塑造的环节都与“二十大”精神相契合，将“二十大”精神与课程思政目标有机融合，才能有效地将

学生思想与党中央高度同步。其次，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与“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合。“二十大”中阐

述的 13 种精神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意义，所以完全可以经过加工后直接补充在课程思政的元素中。

第三，“二十大”精神与课程教学大纲融合。13 种“二十大”精神不可能全都运用在一门课程中，需要

依据分析结果与适用情景，适当的融入相应的学科教学体系课程中，在充分领悟精神要领后修订与相适

应的学科课程大纲，做到在教学环节中有效的课程思政规划，才能使融合显得自然不突兀。第四，“二

十大”精神与思政教学方法相融合。思路构建的最终归宿就是有效的实施，有效实施的保障就是方法的

选择，适当的方法能够促进实施效果，需要依据“二十大”精神的阐述，对现在的思政教学方法进行创

新，以达到共同促进思政效果的目的。第五，“二十大”精神与思政教学模块相融合。思政教学模块是

依据教学模块构建的，只有“二十大”精神与思政教学模块融合，才能有效地在教学模块中实施传导。

第六，“二十大”精神与课程体系重构过程融合。在课程体系挖掘过程中就应着重考量“二十大”精神

的切入点，以线上线下课程建设为依托，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那么正好是“二十大”精神有效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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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 

4.3. 实施保障 

首先，优化管理机制。在课程思政考核体系中，需要有考量“二十大”精神相关的指标，这样依靠

管理与考核机制就能从初期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有效地促进“二十大”精神的运用与融入。其次，强化

研讨与交流机制。“二十大”精神研讨以及教育教学研讨是开拓视野、创新方法、完善理论、加深认识

的有效途径，良好的研讨氛围能有效加深教师对于“二十大”精神的认识以及适用范围和案例的挖掘，

同时对于促进“二十大”精神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又能起到促进作用。第三，补充反馈机制。目前学生方

面的反馈仅仅是以问卷评分方式进行，学生方面对课程反馈的内容过于淡薄，缺少课程思政核心的内容，

也就是思想认同感，需要补充完善“二十大”精神相关思想认同反馈途径以及评价机制，有助于为后续

改革提供数据基础。第四，完善反思及改进机制。学生对于课程的评价尤其是课程思政相关的评价内容

需要与老师进行反馈，两者之间构建联系途径，甚至是及时联系途径，这样有助于教师反思机制构建。

学生是最终的课程知识与课程思政的接受者，只有学生学到知识，思想完成同步，才能算上是好的教学

效果与思政效果，所以教师必须依据学生的反馈进行反思，并科学地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途径后实施改

进，才能不断地推进“二十大”精神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才能有效地实施课程思政。 

5. 结论 

“二十大”具有现实意义以及时代特征，与公共管理学科课程思政相融合，对课程思政建设还是公

共管理学科思想培养来说都无疑是最优选择。公共管理学科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具有天然优势，那么作为

“二十大”精神的传播载体，都显得尤为合适。“二十大”精神又是课程思政中不可或缺的养分。充分

理解、认识“二十大”精神，有效运用课程思政，完善公共管理学科思想培养体系，将“二十大”精神

与公共管理学科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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