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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内地高校港澳学生持续增多，高校专业培养课程中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为更好地培养港

澳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高校必须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培养课程中。文章在剖析课程思政

的理论依据与内在价值关联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港澳学生当前政治水平特点和高校专业培养的课程思

政融入情况，发现当前以港澳学生为主体的专业培养中课程思政开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四种发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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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students in Chinese mainland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mportance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of profes-
siona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order to better 
cultiva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of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intrinsic value 
correlation of Civic Politics in the curriculum, the article analyzes in-dep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level of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stud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ivic Politics 
in the curriculum of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iscovers the prob-
lems of carrying out Civic Politics in the curriculum in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of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nd puts forward four paths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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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在此号召下，近年来内地经济和

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也持续吸引大量港澳学生报考内地高校。“十三五”教育对外开放回顾报

告显示，“十三五”期间具备港澳台学生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超过 400 所，在校港澳台学生近 4 万人[2]，
并且大部分港澳学生表示毕业后会留在内地工作，因此他们已成为国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3]。
但因其生活环境的特殊性，所以港澳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与内地学生存在一定的差异，对祖国大

陆缺乏了解，近年来更是存在极端观念和以身试法的行为，这些系列事件映射出港澳地区思政教育中国

情教育的缺乏，为境外消极思想侵占教育领域提供了条件。因此在传授港澳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对港

澳学生开展“国情教育”系列课程的重要性愈发显现，课程思政尤为重要。从 2016 年改革开始至 2018 年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不断发展，经历了课程思政认识的缘起、深化到成型，但是目前高校隐性思

政和显性思政课程间实际上仍存在“两张皮”现象，尚未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方案。综上，在

内地高校招收港澳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开展港澳学生的课程思政将成为各高校面临的

重大挑战。 

2. 课程思政的理论依据与内在价值关联剖析 

思政元素融入高校专业培养，旨在丰富专业教育的价值内涵并扩大思政知识的传播范围与深度，关

键在于梳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在理论层面上的契合点和内在价值关联，构建全课程育人体系。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强调高校所有课程都应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专业课与思

政课一道共同打造全课程育人体系，目标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知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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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德行和自身修养[4]，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这一理念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深化了教育

内涵，还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 
对于港澳学生而言，课程思政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益于港澳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提

升综合素养，加深他们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而且能够拓宽知识视野，激发

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课程思政的实施能使教育内容更加贴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丰富专业教育的价

值维度，满足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内地高校应明确课程思政在港澳学生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构建起科

学合理的理论体系，推动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这既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革新尝试，也有助于更好

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大局，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新时代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奠定

坚实的人才基础。 

3. 当下港澳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特点 

碎片化、不确定性和差异性是当下港澳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主要表现。碎片化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

方面，相关访谈表明港澳学生缺乏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认知，大多呈现出零散、不连贯的状态，如对蓬

勃的唐、汉文化有较高知晓度，而对先秦、三国两晋等朝代和中国近代史知之甚少。不确定性体现在制

度认同上，相关调查显示仅有一半左右的港澳学生赞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改革开放，对祖国的发

展前景持有积极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港澳学生制度认同感有待提升，同时也暴露出制度认同教育

的薄弱之处。差异性表现在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方面，相关调查显示族群认同感的树立主要受到家庭教

育的影响，若港澳学生家中祖先多来自内地，那自小受到“我们的祖先在内地”的思想影响，因此有较

高的族群认同感。此外，港澳学生的认同度因维度和群体不同而存在差异。维度上，认同度按照族群认

同、历史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的顺序在递减；群体上，就国家认同感而言，内地出生的港澳学生显然高

于港澳出生的学生，长期在港澳的学生明显低于曾在内地学习的港澳学生[5]。 

4. 高校课程思政发展的四大难点 

4.1. 教育目标定位模糊，“形式化”和“功利化”凸显 

整合数据发现，教育目标定位的形式化主要表现为大多高校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加强思想引领，培养

具有正确政治方向和坚定理想信念的高素质人才等，过于宏观而缺少细化的标准，对于学习的内容、方

式以及评估指标等缺乏标准化管理，比如到达什么程度时可以看作课程思政真正发挥了作用，什么标准

可以认为广大港澳学生足够了解相关思政知识等等。且港澳学生因其所处环境的特殊，在历史、文化和

社会背景等方面都与内陆学生不同，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上除了具有大学生普遍特点外，还表现出

许多独特的群体思政知识特征，如碎片化、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因此思政基础不相同的港澳学生和内地

学生接受同等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课程思政发展的有效性。 
功利化表现为大部分高校虽较为重视课程思政，但目标不以育人为主，而是为了顺应课程思政的大

趋势、提升高校知名度，打造所谓的品牌课程。其尚未准确掌握港澳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对课程思政的发展缺少深入的探索，课程思政内容不够扎实，例如概念讨论浅显、基础研究片面且落后

等，因此其本质上是一个同质化和空壳化的错误范例，没有切实发挥港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战场的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让“课程思政教育”失去本色。 

4.2. 教育主体存在短板，课程思政效果受限 

目前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在课程思政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究其原因，一是部分高校教师对课程思政存

在一定误解且缺乏重视性，其认为自己的教学任务就是上好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和育人工作是思政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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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辅导员的工作[6]，且受到应试思维的影响，专业课教师侧重专业知识而忽略思政知识学习的情况加重，

不仅会导致自身思政水平的下降，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会致使“只教书不育人”情况的出现，降低教

育的有效性；同时为了获批专项经费或教研课题而参与课程思政实践的现象不在少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二是教师自身的思政水平成为限制高校课程思政发展的关键因素，相较于思想政

治教师，专业课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思想政治基础薄弱，缺乏思政敏感

性[7]；三是教育主体的教育形式不与时俱进，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目前形式以授课为主，形式单一，

内容枯燥，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不能很好地满足港澳学生的需求和诉求，使课程思政的效果大打折扣。 

4.3. 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融入不到位，“孤岛”现象长存 

专业课程侧重于公式以及理论的应用性，实用性强；而课程思政教育偏向于人的思想和品质的培育，

实用性弱，因此性质不同的二者难以融合。且目前应试化教育的背景下，高校、老师和学生三个主体逐

渐淡忘了学习知识的初心和目的，只倾向于用于升学的专业学习，而压缩思政课程学习的时间，把接受

教育作为工具性价值观，期望以此来达到终极性价值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二者的割裂。因此从宏

观角度看，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尚未有效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孤岛”现象。 

4.4. 主体间协同度较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课程思政旨在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行，进而产生协同效应[8]。然而目前课程思

政缺乏系统性，存在资源平台匮乏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各主体间不协同，即教育部门、学校各部门和老

师等对于课程思政的理解和行动尚未深化。一是近年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会议的召开和各种

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虽点明了新时代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方向，但相关政策不够细化，很多

方面仍是空白地带。二是高校未提供开展的条件和氛围，教师自身思想和素质不达标等。三是主体间尚

未形成合力，因宣传不足导致的重要性尚未认知，以及统一标准和机制的缺乏，致使各主体在实施时没

有标靶的目标，最终导致各高校间以及学院间缺乏协作，在教育资源共享以及教育内容整合等方面存在

一定程度的分散和重复。 

5. 高校课程思政发展的路径 

5.1. 教育体系：明确细化目标，深入开展个性化教育 

首先，在全校明确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围绕专业特性、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以及教师选用等方面，

制定原则统一、标准多样的行之有效的课程思政建设价值标准，加大教育力度，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思政

水平。结合港澳学生独特的群体思政知识特征以及不同专业特性，既要实施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的分层

教育，促使港澳学生学广学深，让课程思政真正落实；又要将教学评价标准多元化，结合学科、专业而

异，切忌教学评价标准“一刀切”[9]。譬如在学年考核指标中，要求修读思政课程不低于 2 学分，且为

学年必修课程，活动形式不限。 
同时，对于课程思政要坚持横向和纵向发展的统一，促使港澳学生学广学深。在广度上，既要对传

统思政知识有一个全面的概括，又要在新的政策背景下不断创新课程思政内容，实现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的系统化，有助于港澳学生从各个角度阐释“中国智慧”，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确的价值观，进一步

增加中国自信。譬如现如今课程思政的开展要密切结合党的最新会议精神，不断创新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将中国共产党形成的理论、思想、观点等贯通起来，充分体现在各类课程思政中。深度上，实现课程思

政教学内容的深化，打造一批水平高、效果好的课程，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有机联系，从

而加深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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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育主体：学思想提能力，革新教育形式 

首先，提升广大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责任担当，推进课程思政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思政教育

不只是思政课程老师的事情，是所有高校教师都应该参与的，加强培育专业课程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

理清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政教育在专业课程中的有效

融入，提升了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有效性，形成了良好的思政教育氛围，为港澳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

深入的思政教育。具体措施表现为高校要定期通过会议、宣讲等形式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发挥好

外力作用；同时，高校要加速推进关于课程思政的制度改革，调动课程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内力，

打破应试教育的模式，重现教育本色。 
其次，加强课程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能力。对于课程教师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自身专业

范围外的一门新专业，不仅要使自身熟悉相关理论，也要了解港澳学生在思政知识上的薄弱点，致力于

弥补空缺，培养思政知识和专业知识相融合的能力，打造价值性和知识性相联结的课堂，使思政知识润

物细无声地融入日常课程中，提高港澳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再次，港澳学生课程思政的开展形式不仅仅依靠的是学校和课堂，即我们所说的第一课堂，还应当

拓展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使得教育教学场域更加丰富多变。具体表现为第一课堂中应注重教师授课方

式，摒弃传统教学方式，合理把握教育主体和学习主体的关系，发挥学习主体即广大港澳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中要提高活动开展率，通过课堂以外的其他校内和校外资源开展活动，使得

港澳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思政知识的理解，提升综合素质。 

5.3. 融入机制：因情施策，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融合发展 

高校思政课程分为显性思政和隐性思政，其中显性思政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隐性思政课程包含综

合素养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后者是前者在其他领域的深化，二者相互作用，相

辅相成，便于教书育人作用的发挥[10]。因此，既要把握思政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核心

地位，又要充分发挥其他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然而不可能在每门专业课程中都融入所有的思政元素，

因此各个高校要根据高校发展阶段和自身所具有的资源科学地选取基础性课程和核心专业课程，并且要

架起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程之间的桥梁，找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实现专业传授和价值引领的高度深

度统一，进而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政教育效果。 

5.4. 资源平台：打造协同育人机制，形成课程思政发展合力 

课程思政是一项大范围、多主体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因此要建立政府－高校－学院多主体联动的协

同机制，一同实现课程育人。 
国家教育部门要起到总体领导作用，做好上层建筑。具体而言，可以深入细化已出台文件中提及的

课程思政建设，或者出台专门针对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文件，从经费保障、教学规划和科研申请等

多方面提供更为详细的保障，既确保课程思政建设的物质基础，也为课程思政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提供广

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作为课程思政的主战场，高校首先要充分整合学校内外部资源，调动各部门各人员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供好相应的教学服务和后勤服务，为课程思政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从而促进课程思政在全校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和深入实践。其次，作为二级单位，各学院要积极响应号召，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其他二级学

院为辅的群策群力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期开展思政教育，积累较多经验，因此在课程思政实施过

程中，要积极动员各位教师探索针对港澳学生的课程思政开展对策，推进多学院的长期交流与合作，跨

学院进行科研项目申报等，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此举有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互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398


孙菁晗，卢暄 
 

 

DOI: 10.12677/ae.2024.14122398 1180 教育进展 
 

补，为课程思政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6. 结语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课程观和教育观，旨在将思政教育渗透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实现全方位、全

过程、全员育人教学的新局面。伴随着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就读人数的持续增长以及港澳地区政治局面的

复杂性，对港澳学生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以港澳学生为主体的专业培养的课程思

政开展存在教育目标定位模糊、教育主体存在短板、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融入不到位和教育资源相对匮

乏等方面的问题，应当明确细化目标，深入开展个性化教育；学思想提能力，革新教育形式；因情施策，

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融合发展；打造协同育人机制，形成课程思政发展合力，不断提高专业课程

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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