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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中小学英语课程作为思政系统的阵地之一，需积极

履行协同推进思政教学义务。无论是从教材研读到课堂教学，还是从思政元素储备到实际落实形式，都

应不断向外学习借鉴、向内反思钻研，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水平，助力中小学阶段学生过好最基本的“成
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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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funda-
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is to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talents. As one of the positions of 
develop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English curriculu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needs to actively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No matter from textbook research to classroom teaching, or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ccumulation to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form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
nuously learn both from external sources and internal reflecti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de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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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curriculum, and help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pass the most basic “qualifie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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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3 月 18 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坚

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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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概念自提出至今，在各地各大高校落地生根，开展得如火如荼。高校积极贯彻落实教

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办国办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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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以及高教司制定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专项工作方案，

在课程开发、课堂教学改革、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上稳步推

进。 
比之高校，中小学课程思政建设则有所欠缺，尚未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建设格局。2022 年 11 月，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1] (下简称《意见》)，提出要构建大

思政课体系，在充分发挥思政课主阵地作用基础之上，同时深入挖掘语文、历史及其他学科蕴含的思政

资源，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深入实施跨学科综合育人。此项《意见》再度强调中小学推

行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外，自 2017 年道法、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统编之后，教育部加大

了对该三科任课教师的教学培训及教材解读力度，助力其开展课程思政[2]。相比之下，其他学科的教学(如
英语、数学等)亟需规范有效的体系和指导。 

因此，本研究从英语师范生的角度出发，以江苏地区中小学英语教材为例，结合实际课堂教学，对

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进行研究，并编写富有针对性的思政元素库，探索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的提升空间，为一线英语教师的教学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2. 研究主体 

2021 年教育部公布了高校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3]，确定了 699 门示范课程、699 个教学名师和团

队、30 个教学研究示范中心，标志着高校课程思政示范体系初步建立，课程思政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相

比之下，中小学课程思政在理论上与践行上均存在一系列不足。因此，课程思政建设成果更为可观的高

校阵地值得中小学借鉴学习。本研究将分为“向外寻”和“向内探”两个维度：向外对标高校，寻找高

校思政教学示范课程中可取的亮点，发掘中小学课程思政建设潜能；向内依托教材，探究中小学教学实

践环节中的弱势，为一线教师提供直观、可行的思政元素库；两相结合，为中小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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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示范课对比分析 

在“向外寻”层面，为更好将高校课程思政亮点应用于中小学阶段，本研究从中小学课程标准所要

求的内容板块出发，以“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语境为选取标准、以各省

各高校优秀课程思政示范课为选取对象，共计研究 49 节高校示范课程；同时，以青教赛与中小学教师基

本功大赛这两大权威赛事为选取对象，共计研究 29 节小学示范课、18 节初中示范课和 21 节高中示范课。

示范课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研究通过“元素类别跨度”、“元素教学占比”和“教学形式种类”三个维度

综合衡量[4]。对比所得的数据通过 SPSS 进行分析处理，如表 1、表 2 所示。 

2.1.1. 在高校开展亮点上得出以下结论 
1) 不同主题的思政元素，挖掘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教学内容涉及“人与自然”板块的课程数量较

少，仅占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总数的 12.2%，挖掘存在一定难度；“人与社会”板块课程思政占 62.2%，

证明此类主题易开展、易发掘，已开发的内容较多。三个板块虽然课程数量(挖掘难度)存在一定差距，但

其课程思政元素在课程中的占比都大致接近 33%。可见，思政内容的开发较为依赖文本话题，即便存在

显性思政与隐性思政之分，对于两者的挖掘均是可行的。在研究教材时，应当格外关注隐性思政的挖掘，

帮助中小学思政开展扫清阻力。 
2) 二次设计文本是开发隐性思政元素的关键。从高校课堂教学规律看，与技能教学相关的课程不易

开展课程思政，如翻译、口语、语音等。此类课程通常采取在技能教学时使用思政性材料的间接形式融

入思政元素。以此对标中小学的语法课、语音课、口语课等注重技能培养的文本或课型，教师可通过二

次设计教学材料来融入思政。 
3) 注重元素跨度，使教学设计兼具深度与广度。高校课程思政元素类型跨度大，分布范围广。经统

计，“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三个板块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类别都约为 2 个。值得注

意的是，除了与自身所属板块主题相关的思政元素之外，还有与其他板块相关的元素。例如，“人与自

然”中除了倡导保护环境、科学发展观之外还涉及四个自信、中华传统美德等与“人与社会”相关的思

政元素。此类高校课程的教学设计兼具深度与广度，呈现全面性、趣味性、连贯性等特点，教学效果极

佳，值得参考借鉴。 
4) 丰富教学形式，为思政环节注入活力。从课程思政教学方面来说，高校示范课教学形式多样、步

骤明确。三个板块的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约 3~4 种，除了惯常使用的讲授法、演示法、课堂讨论法、小

组合作教学法等，还出现了许多如内容导向法(CBL)、问题导向法(PBL)、翻转课堂教学法、比较教学法、

体验式教学法等新颖先进的教学方法，给学生带来新的学习体验，为教师的课堂注入活力。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demonstr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表 1. 高校示范课课程思政元素研究 

学段 主题群 元素类别跨度均值(个) 元素教学占比均值(%) 教学形式种类(个) 

高校 

人与自然 2.67 33.67 4.17 
人与社会 2.35 36.94 3.55 
人与自我 2.08 28.75 3.75 
总计 2.33 34.53 3.67 

2.1.2. 在中小学开展不足之处上得出以下结论 
1) 教师教材思政元素挖掘能力的缺失缺乏重视。经统计，小学“人与自我”板块课程数占 51.7%，

初中“人与社会”板块课程数占 44.4%，高中“人与社会”板块占 47.6%。可见，小学阶段的课程思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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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要集中在“人与自我”板块，初高中阶段则集中在“人与社会”板块，一部分原因在于认知水平差

异以及各学段思政教育侧重点不同，但也不能排除相关主题挖掘难度的差异因素。因此，要推进中小学

课程思政建设，应对教师的课程思政素养提出要求。 
2) 思政元素跨度、广度有待提升。相比高校示范课，中小学示范课的课程思政元素个数均接近 1，

基本只和自身主题相关。因此，教材研究中要更加关注课程思政元素的跨度设计，不应仅仅局限在课文

和主题本身，可以有效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教学，二次开发、挖掘课内外的课程思政元素，为学生提供更

多接受思政教育的机会。 
3) 思政元素教学形式略显生硬、单调。中小学课程思政教育大多出现在课尾升华部分，且形式较为

单一，几乎都是讲授法、演示法和启发谈论法。因此，中小学课堂实际教学中应当尤为警惕“两张皮”

[5]现象，在教学形式上多提升钻研，将思政点更自然、有效地融入课堂，重视课程整体结构的流畅统一。 
此外，中小学阶段课程思政的形式应视学生身心发展水平、知识储备及语言能力而定。若学生的知

识储备量较弱，老师应当偏重于采取讲授法等教学方式，以初步灌输、营造课程思政氛围为主；若学生

的语言能力及思辨能力较强，老师应当偏重于采取课堂讨论、头脑风暴等方法让学生自由表达想法，退

居引导者角色。为了更好地进行课程思政，在常态教学中，教师还应致力于锻炼学生认知、语言、思维

等各方面的能力，改善课程体验，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Table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demonstration cours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表 2. 中小学示范课课程思政元素研究 

学段 主题群 元素跨度均值(个) 元素教学占比均值(%) 教学形式种类(个) 

小学 

人与自然 0.38 3.13 0.50 

人与社会 1.17 8.83 1.50 

人与自我 0.67 7.33 1.07 

总计 0.69 6.48 1.00 

初中 

人与自然 0.75 11.00 1.75 

人与社会 1.00 11.00 1.75 

人与自我 1.00 5.33 1.50 

总计 0.94 9.11 1.67 

高中 

人与自然 1.17 14.33 2.33 

人与社会 0.80 8.20 1.30 

人与自我 1.80 17.60 2.00 

总计 1.14 12.19 1.76 

2.2. 调查问卷分析 

在“向内探”层面，考虑到示范课具有的“非常态性”，仅仅聚焦中小学示范课程开展情况对于分

析整体的中小学课程思政现状具有一定“欺骗性”，常态课的课程思政教学情况恐更不容乐观。因此，

为更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小学课程思政开展的不足之处，本研究进一步设计发放了针对中小学实际教学现

状调查的问卷，通过研究回收的 114 份问卷结果发现： 
首先，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中小学教师都有基本的课程思政意识，但对课程思政的认知还较为片面。

在反映课程思政认知及重视性的题目中，有 43.8%的教师都表示基本了解课程思政，但对课程思政元素

的认知则大多局限于健康生活、自我价值、社会交际等方面。特别是低学段的英语教师，感到难以挖掘

或涉及家国情怀、四个自信等较为深刻的内容。可见，学段间的课程思政元素存在巨大鸿沟，教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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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素养和挖掘能力的欠缺阻碍了课程思政的融入。 
其次，教师的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其中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教师课程

思政意识不够，客观原因则是教学条件局限、日常教学事务繁重、学生学业成绩的硬要求等。实际上，

参与调查地教师中有 36.4%的教师都表示如果有机会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他们希望减轻教学任务，

为课程思政教学留出时间和精力，还希望组织教学集体会议，开展课程思政内容的挖掘和研讨。89.4%的

教师都表示愿意根据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接受情况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只是苦于客观条件和课程思政元

素挖掘能力的局限。 

2.3. 教材分析 

在“向内探”层面，除了探不足，更要探方法。通过对于示范课和常态课的对比分析与现况调查发

现：探求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质量、效度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在教材中下足功夫。教材内容存在显性思政和

隐性思政之分，在不属于显性思政语篇中能够看到课程思政需要教师在备课前就具备思政视角[6]。因此，

本研究以中小学教材为依托，结合高校开展的亮点，根据教材内容编写相应的思政元素库，以提供给教

师在设计课程时所需的思政视角和灵感。 
思政元素库以奥尔波特的六种价值观分类标准[7]为基础，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改编，将中小学

生价值观体系构建分为：社会型、科学型、实用型、信仰型、审美型、政治型，如表 3、表 4、表 5 所示。 
 

Table 3.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nglish textbooks for primary schools 
表 3. 小学英语教材思政元素表 

主

题 教材 思政元素 

人

与

自

我 

1A：U4、U5、U6、U7、
U8 
1B：U1、U3、U8 
2A：U2、U6、U7 
2B：U1、U2、U4、U5、
U6 
3A：U4、U5、U6 
3B：U3、U6、U8 
4A：U2、U3、U5、U8 
4B：U1、U2、U3 
5B：U2、U4、U7 
5A：U2、U4、U5、U6 
6A：U2、U3 
6B：U2、U3、U4、U8 

社会型 爱护动物、八礼四仪、保护环境、团队合作精神 

科学型 科技改变生活 

实用型 保护视力、健康饮食习惯、自我管理意识、卫生习惯、劳动教育、理性

消费、时间观、安全教育 

信仰型 发掘自身才能，自信积极地生活、爱校荣校、悦纳自我，自信生活、乐

于奉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会感恩、珍爱生命 

审美型 善于观察、热爱生活 

政治型 跨文化意识(饮食、交通、运动、节日)、民族自豪、文化自信、传统美

德 

人

与

社

会 

1A：U1、U2、U3 
1B：U2、U6 
2A：U1、U5、U8 
2B：U3、U8 
3A：U1、U2、U3、U7、
U8 
3B：U1、U2、U5 
4A：U4、U6、U7 
4B：U6、U7、U8 
5A：U1、U3、U7、U8 
5B：U1、U5、U6、U8 
6A：U1、U4、U5、U8 
6B：U1、U5、U7 

社会型 八礼四仪、规则意识、换位思考、关爱他人、团体精神、尊重他人 

科学型 热爱学习、多学知识、科技改变生活 

实用型 
安全教育(交通、野生动植物) 
健康饮食习惯 
理性消费、珍惜时间 

信仰型 珍爱生命、正确的友谊观、正确的职业观、优秀品质(奉献、守时、知错

就改)、自尊自爱 

审美型 热爱运动、热爱生活 

政治型 中华传统美德(孝顺、尊老、感恩)、文化自信(传统风俗、节气、京剧)、
跨文化意识(节日、文学)、爱国主义教育、国际视野、民族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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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人

与

自

然 

1B：U4、U5、U6 
2A：U3、U4 
2B：U7 
3B：U4、U7 
4A：U1 
4B：U4、U5 
5B：U3 
6A：U6、U7 
6B：U6 

社会型 爱护动物、保护环境 
科学型 科技改变生活、可持续发展理念、“两山”思想 
实用型 安全教育(出行旅游)、珍惜粮食、节约能源  
信仰型 责任意识 
审美型 热爱生活、乐于观察 

政治型 跨文化意识、民族自豪、人类命运共同体 

 
Table 4.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nglish textbooks for secondary schools 
表 4. 初中英语教材思政元素表 

主

题 教材 思政元素 

人

与

自

我 

7A：U1、U3、U4、U6、
U7、U8 
8A：U3、U4 
8B：U5 
9A：U1 

社会型 八礼四仪、关爱他人、团队意识、规则意识、尊重他人 

科学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创新精神、“两山”思想 

实用型 理性消费、健康生活教育、合理利用资源(捐赠)、劳动教育、安全教育(出
游、交通)、正确的时间观(守时、惜时) 

信仰型 自信自爱、爱校荣校、自律意识、悦纳自我、谦虚使人进步、正确的择

业观、爱岗敬业、规划意识、树立远大理想 

审美型 热爱生活、锻炼意识、正确的审美观 

政治型 民族自豪感、跨文化意识(生肖与星座)、文化自信(中国谚语、中华传统

礼仪) 

人

与

社

会 

7A：U2、U5 
7B：U1、U2、U3、U4、
U5、U6、U7 
8A：U1、U2 
8B：U1、U2、U3、U4、
U6、U7 
9A：U2、U3、U4、U5、
U6、U7、U8 
9B：U1、U2、U3、U4 

社会型 榜样力量、与邻为善、助人意识、八礼四仪、爱护动物、团结合作精神、

关爱他人、规则意识、保护地球环境 

科学型 
自我提升(知识消除愚昧)、科技改变生活、知识产权意识、辩证看待科

技、保持好奇心、放飞想象力、发掘潜能、求真务实、“两山”思想、

可持续发展意识 

实用型 辨别是非、不人云亦云、安全教育(用火)、适度使用网络、养成阅读习

惯、青春期情绪管理、学习与爱好的权衡、健康生活习惯、防范意识 

信仰型 

艰苦奋斗、正确职业观、心怀感恩、正确的友谊观、自信自强自爱、爱

校荣校、不忘初心、无私奉献、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勿以善小而不为、

人道主义精神、永不言弃、忧患意识、珍惜当下、树立远大理想、勇于

挑战、勇于追梦、青年人的追求和担当、打破刻板印象、科学家精神、

探索精神、挑战者精神、女性力量 

审美型 锻炼意识、热爱生活、热爱世界、学会欣赏、热爱自然、善于发现 

政治型 

跨文化意识(节日、各国名胜、住房观念、时间观)、家国情怀(扶贫精神)、
文化自信(中国美食、京剧、故宫、风筝文化)、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

民族自豪(大熊猫、中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大国担当、中国

红思想、反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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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人

与

自

然 

7B：U8 
8A：U5、U6 
8A：U7、U8 
8B：U8 

社会型 八礼四仪、爱护动物、保护环境、关爱他人、责任意识 

科学型 求真务实 

实用型 安全教育(灾害防范)、节约资源 

信仰型 珍视生命、忧患意识 

审美型 善于观察、热爱生活 

政治型 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民族自豪(中国救灾壮

举)、可持续发展意识、爱国主义教育、大国担当 
 

Table 5.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nglish textbooks for high schools 
表 5. 高中英语教材思政元素表 

主

题 教材 思政元素 

人 
与 
自 
我 

必一  
U1、U2、U3、U4 
 
选四 
U1、U3、U4 

社会型 

楷模力量(道德济世、思想自由、与时俱进、学而不厌、光明磊落、志存

高远、自强不息、求真务实、身残志坚)、心系社会、合作共赢理念、真

诚待人、社会责任感教育、团结合作意识、八礼四仪、重视人际交往、

换位思考、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关爱他人、家庭团结 

科学型 
辩证思考科技与生活、中国科技发展史、辩证看待经典与流行文化、尊

重科学、勇于质疑、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知识改变

命运、勤于思考、探索精神 

实用型 

虚心请教、乐观面对挫折、有勇气克服困难、健康生活习惯(膳食)、学

会反思、认识阅读的重要意义、培养有益的爱好、认识情绪价值、乐于

分享、亲社会行为引导、正确的消费观、信息采择意识、隐私保护意识、

道德法制教育、网络素养教育(网络心理；网络成瘾性)、保护视力；日

常行为规范教育；职业认同教育、劳动教育、挫折教育、学会自我反思；

学会面对人生抉择(坚定、三思而后行、不人云亦云)；健康生活习惯；

安全意识(防患、出行)、职业理念教育(爱岗敬业)、理性消费观 

信仰型 

优秀品质教育、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郑和精神、志愿者精神、奥运精

神、女排精神、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平凡中见伟大、打破偏见与刻板印

象、终身学习意识、全面发展观、敬畏生命、马拉松精神、自尊自爱、

道德法制教育、珍惜时间、正确价值观(种族平等、男女平等、仁、和、

精、诚)、珍惜食物、节约意识、正确的友谊观、心怀感恩(医务工作者、

消防员)、道德素养与人文情怀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道义、忠恕、

节操)、慎独、坚守自我、以史为鉴、热爱和平、树立正确成功观、与时

俱进的时代意识 

审美型 学会鉴赏、热爱运动、劳逸结合、热爱生活、亲近自然、美育(培养好的

审美价值取向) 

政治型 

跨文化意识(饮食)、四个自信、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文化意识(乐曲、非

遗)、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自信(节日、文学、武术、道家思想、中医、

史学、乐器)、中国特色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自豪(缅怀先烈、

中国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一带一路精神、

中国理性文化精神(格物致知、宋代理学思想)、缅怀民族英雄、习思想(全
球治理观、历史观)、中国特色外交理念、抗日战争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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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人

与

社

会 

必二  
U1、U2、U3、U4 
 
必三 
U3、U4 
 
选一 
U1、U2、U3、U4 
 
选二  
U1、U2、U3、U4 
 
选三  
U3、U4 
 
选四  
U2 

社会型 榜样力量、家庭团结意识、团结合作意识、换位思考、真诚待人、隐私

保护意识、八礼四仪、尊老敬老、助人意识 

科学型 
勤思考放飞想象；创新精神；辩证思考科技与生活、勇于尝试、信息采

择意识、尊重科学，学习科学家精神、勇于质疑，追求真理、探索精神、

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知识改变命运 

实用型 

培养行动力、学会倾听、平衡学习与生活、抗压能力(逆商)、学会反思、

养成好习惯(阅读)、妥善处理情绪、终身学习的意识、正确的消费观、

道德法制教育、网络素养、自律意识、保护视力、珍惜时间、敬畏生命、

正确的职业观、健康的生活习惯、珍惜食物、节约意识、劳动教育、自

强不息、安全教育 

信仰型 

工匠精神、优秀道德素养与人文情怀教育品质(耐心严谨、毅力自律)、
平凡中见伟大、谦虚使人进步、正确的职业观、心怀正义、乐观面对挫

折、自信自爱、感恩之心、道德济世、不畏偏见与刻板印象、责任意识、

全面发展观、史学精神、悲悯之心、中国特色价值观(仁、和、精、诚)、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正确的友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志存高远、艰

苦奋斗、挫折教育、树立正确成功观、慎独、坚守自我、治学精神、志

愿者精神、忧患意识、实事求是、奥运精神、女排精神、公平竞争 

审美型 培养良好的审美能力、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善于观察、辩证看待经典

与流行文化、美学教育、感恩自然、亲近自然 

政治型 

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自信(经典作品、中国优秀哲学思想、中医、民乐)、
民族自豪(大好河山、科技成就)、国际视野、四个自信、跨文化意识、

文化包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国特色价值观(团聚意识；缅怀先辈)、
文化辩证观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教育、

一带一路精神、中国特色外交理念、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国际合作意

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文化思辨意识、求同存异 

人

与

自

然 

必三 
U1、U2 
 
选三 
U1、U2 

社会型 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榜样力量、关怀他人、团结合作精神、助人

意识、尊重他人、责任意识、真诚待人 

科学型 二十大思想精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山思想、可持续性发展意识、

勤于思考，不设限想象、敢于质疑、科研精神 

实用型 珍惜生命、安全意识、死亡教育、学会反思 

信仰型 
马恩哲学思想、心怀感恩、志愿者精神、忧患意识、以史为鉴、优秀品

质(谦虚谨慎、天下为公、中山精神、细致专注)、自强不息、乐观主义

精神、正确的职业观、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甘于奉献 

审美型 亲近自然、善于观察 

政治型 四个自信、国际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十大思想精华(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文化包容、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自豪 

3. 结语 

本研究首先将高校与中小学示范课对比分析为切入点，找出了中小学课程思政开展在元素类别跨度、

内容占比及教学形式三方面的不足点和借鉴点；其次发放问卷，针对性调查了中小学实际教学情况；最

后将所得结论落实于文本研究，遵循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师范生视角，编写出了中小学各学段的思政元

素库。三个环节虽各有成果，但仍存在下列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需加以优化： 
研究对象上，示范课数量、问卷样本量有限，且统计标准不够权威，存在一定误差；研究内容上，

思政元素库的参考意义只适用于江苏省，结果不具有普遍性；研究方法上，思政元素库的编写内容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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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课程标准要求，但主观色彩较强，不具有权威性；其次，以师范生的视角解读教师的实际教学现状可

能存在实践偏差。 
总体而言，立德树人是中小学阶段永恒的教育重点，但思政元素的挖掘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政意识与素养，紧跟时代的步伐，动态更新自己的思政元素库、丰富自己的教

学形式，真正实现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入、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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