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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顾了北部湾大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历史，介绍了本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的申报、立项和实施建

设的过程，详细阐述了课程思政的概念和特征与作用及意义，详细阐述了课程思政的主要形式、本质、

结构和实施方法。剖析了公选课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详细介绍了本课程思政示范课的建设

实践，通过总结经验，为其它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提供了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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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broadl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Beibu Gulf University,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declaration,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demonstration course con-
struction project of this course,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vic Politics 
of courses with their roles and significance, and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main forms, essence, struc-
ture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the Civic Politics of courses. It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
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Politics in public courses, details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Civic Politics demonstration course of this course,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expresses the feel-
ing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vic Politics demonstration course of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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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建设是设计和践行高校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环节，在高校课程建设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它从 2004 年由上海大中小学开始提出雏形到试点到转变，经历十年的发展到 2020 年的成熟、正名、

正式提出和全国铺开，现在已有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中，全国各高校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课程纳入建

设范畴，北部湾大学也不例外。。其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即“三全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形成的一

种综合教育理念。 
北部湾大学自 2020 年开始推出课程思政建设项目，鼓励广大教师踊跃申报和积极建设，且逐年加大

课程思政建设项目数量和加大监管力度，实施淘汰制度，对于建设得好的课程思政项目列为示范课程，

并进一步推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的申报和建设及验收工作。 
《室内插花艺术》课程作为北部湾大学一门公选课，于 2022 年 10 月申报，2023 年 1 月得到北部湾

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经过申报前一年的准备，近两年的建设过程，总结出了一定的感

受和经验，本文通过论文的形式进行阐述和分享及推广。 

2. 课程思政的特性 

2.1. 课程思政的主要形式 

课程思政主要形式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

等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去，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1]。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多种多样，多种类型和具体形式，有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类型、有传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精神的思想

政治教育类型、有传扬中华传统风俗和文化及民族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工匠精神、相关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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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如长城或故宫或洋山港等等、一些在行业方面多有建树的人员及其事迹等等、建筑物及其他作品等

等。 

2.2. 课程思政的本质 

课程思政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教育，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2]。“育人”先“育德”，注重传道授业解

惑、育人育才的有机统一，一直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是‘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它始终坚持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注重加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传承和创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当代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为了加强原有的课程教学目的和意义，提升课程教学人才培养质量，提高课程课

堂教学效果，而附加的一些相关教学内容，这些内容不是硬生生加上去的，而是要求自然而然地，刚好

相关的，刚好能进一步说明和解释或加深原有课程的某些教学内容的材料。 

2.3. 课程思政的结构 

课程思政内容的附加和插入，意味着原本的课程教学内容的增加和内容结构变化及方法形式的改变，

从而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而以往传统的课程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一般只能

实现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两者结合，而对于价值塑造难以实现或根本就没有想到。而课程思政从一定

目的和程度上来说将是对此三者重塑回归为一体。而课程思政要求教师能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某

些能实质性介入学生内心的东西，甚至将教师自己个人生活所见所闻所遇所想所感等，加入到课程的教

学内容中，以便与学生的心灵相触动，以解决学生在生活中、学习中、人际交往中、情感交流中、社会实

践中、未来憧憬中等等，所遇到的真实问题和困惑，真正触及到他们认知和实践的隐性根源，从而对之

产生积极的影响。 

2.4. 课程思政实施方法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机构，但培养人才是有任务和目标的，这个任务是来自于国家党和政府及社会

赋予高校的责任与义务，不得推辞，也不得违背，而得积极应对。培养人才应该方向正确，目标明确，方

法多样，手段灵活；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所有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对于我国高

校来说，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培养党和政府及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然而，人才的培养需要一系列的体系来加以实现，这个人才培养体系涉及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学科体

系、专业体系、课程体系、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体系等等，其中的管理又包括有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而

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有专门的辅导员等政工人员之外，还需要广大任课教师普遍参与，三全育人就是实

现这一目标和任务的最佳方式和手段及途径。而课程思政是三全育人工作中的具体内容、具体方法、具

体方式和具体手段及具体途径之一，也是最能体现在三全育人工作中的一个有效内容、方法、方式、手

段和途径。其具体内容形式可以是图片、可以是事例、可以是物件、可以是传闻、可以是成果、可以是成

就等等。 

3. 必要性和可行性 

北部湾大学为了提升广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丰富广大学生的知识体系和学习能力及实践

技能，早在 2018 年北部湾大学正式晋升成综合性大学就开始开设公选课，公选课的开设起初目的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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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学生通过选修理工科性公选课，以增长理工科知识和能力与技能及素养等；反之，理工科学生通过

选修理工科性公选课，以增长人文社科知识和能力与技能及素养等。并随着北部湾大学的发展和办学能

力和办学规模的提升而扩展，从开始的数门发展到如今近 100 门。这些公选课至少具有 16 个课时，每个

学期开设两期，每年开设 4 期，这些公选课的授课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水平及经验与资质，不是

任何教师都可以开设的，同时这些公选课必须达到一定的认可度才能开设，选课学生每期不可少于 80 个

学生，否则不给开班授课。 
这样的严格要求下，公选课任课教师必须将大量的教学资料进行浓缩和提炼，做到将一门课程的所

有教学内容浓缩在 16 个课时全盘体现及讲授。也就要求该任课教师具有较好的教学水平与教学技能，课

件的制作能力较强，而且北部湾大学公选课的开设有个较好的管理机制，开设教师自己命名和自己撰写

教学大纲，自己凝练教学内容。 
从上所述，可见北部湾大学的公选课的开设，其初始目的和意图就具备一定的三全育人的原始意义

[2] [3]，所以，公选课的课程思政非常必要，具有必要性。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公选课的课程思政反比

一般的课程更好选择素材和内容及形式，也更方便插入课程的教学进度和时间安排，具有更为灵活的可

行性。 

4. 具体实践 

4.1. 课程思政元素与内容 

根据室内插花艺术的特点(生命性、装饰性、灵活性和短暂性)，以及北部湾大学公选课《室内插花艺

术》课程特点(任课教师自主性和灵活性)和教学相关内容(旁通性和综合性及糅合性) [4]，选择其课程思政

的元素与内容具有可以如下： 
1) 文化自信：通过插花艺术的课程讲授和知识的传授，传递花卉知识和插花艺术，传递花艺知识与

植物文化，引导学生遵循正确的文化价值和务实原则，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传承中华花艺。 
2) 生态文明：在花卉的种植和栽培及修剪过程中，人们在花艺实践中必须践行生态环保，尊重自然，

厚植生态文明的思想情感，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和践行生态环保的观念与精神。 
3) 工匠精神：插花是门艺术，插花是项技能，插花是种工艺，艺术就有优劣，技能就有高低，工艺

就有粗俗与精深之分等。本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围绕课程建设标准，育人功能和实践环节，培养学

生的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 
4) 个人素养：通过课程教学的实践，通过任课教师个人素养(言谈举止，插花艺术)，给学生传扬专

业素养、人文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培养其具备创新创业意识和相应的职业技能。 
5) 知农爱农悯农：花卉属于植物，花卉的种植和栽培及艺术设计和艺术创造等，这些都离不开广大

农民和农业生产和发展，农业是根本，农业是基础，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基础和源泉。 
6) 挖掘我国的一些名花如牡丹、菊花、桂花、杜鹃、荷花、莲花、茶花等等，并在教学的过程中讲

述这些花的由来历史，培育历史和特征及优越性。 
7) 挖掘某些花卉培育名师的勤奋努力地经历和获得相关荣誉以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和支持及

激励等，以激励和鞭策学生们对他们的敬仰和学习，并增长他们的相关花卉和插花知识和技能及技巧。 
8) 课堂教学过程中，用一些鲜花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插花活动，在与学生教学互动实践活动过程中增

进师生感情和学生对学校和教师的感激之情。 
本课程的思政内容将结合室内插花艺术公选课的教学内容，从文化自信、生态自信、工匠精神、个

人素养和知农爱农悯农五个层面来挖掘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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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方式 

本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插入和安排及讲授内容庞杂，方式多样，形式多种，途径众多，手段

灵活[5]-[9]，在本课程的教学数期实践中大概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1) 中式插花与西式插花的比较与分析，中式插花与西式插花的区别与联系，甚至剖析西式插花的中

式成分和基因元素，剖析中西花艺之间的交流与学习[3]，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习俗。 
2) 我国花卉培育历史知识的讲授：我国花卉培育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的商代。在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园”、“圃”等记载，表明当时已有园艺活动。中国历史花卉培育可见文献：《诗

经》《西京杂记》《齐民要术》《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夏小正戴氏传》《周礼·天官·大宰》

《礼记》《山海经》《尚书》《越绝书》《说苑·奉使》《诗经·郑风·溱洧》《夏小正戴氏传》《周

礼·天官·大宰》《说苑·奉使》等等。教学过程中可调用这些文献，同时给同学们灌输了历史知识。 
3) 有名的花卉品种的介绍：如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荷花、茶花、桂花、水仙等

等，这些花卉不仅在花卉界独树一帜，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非

凡意义。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据此扩展教学内容，甚至可以插入相关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如《八月桂花

香》等影视作品来进一步给学生传授正能量。 
4) 我国插花名师的介绍，如张莹、梁胜芳、王莲英、郑君敏等努力学习插花艺术，并经过奋斗所取

得成就的介绍，激励学生要勤于学习，精于业务，加强实践，掌握技能。 
5) 插花技能大赛的介绍，结合北部湾大学职业技能鉴定所所开设的插花工工种技能培训与考试和鉴

定，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参与插花技能培训和考试，并争取考取相关的职业证书，以利

于日后毕业就业之用。 
6) 中国插花文化与艺术的传授：万物有灵，花能解语。早在我国宋代，插花与点茶、焚香、挂画一

起，被称为“生活四艺”，是文人雅士闲暇之余的一种抒情方式。如今，插花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成为人

们自娱自乐、陶冶情操的一部分。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插入这些教学内容，可以让同学们了解插花、制作

插花、欣赏插花。 

5. 结语 

通过对本课程思政的建设项目的申报和项目建设实践和项目建设总结，了解到即使只是一个学分只

有 16 课时的教学时间的公选课也完全可以将课程思政建设好、执行好，同样可以建设成为一门合格的优

秀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任课教师、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和相关成员作为有心人，课程思

政的教学内容有很多可以挖掘，课程思政教学方式、方法和途径有很多，课程思政示范课的建设具有深

远的意义和重要作用。课程思政的建设和践行是推行“三全育人”最为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及途径之一，

应该大力推广和践行。通过课程思政的建设，学生学习更专心，考核成绩得到飞速提升，其效果得到广

大学生的肯定和好评，这是显而易见的实效。公选课的持续性和定身量制性给其课程思政建设和践行带

来了方便和高效性，值得肯定和保持。 

基金项目 

北部湾大学 2022 年度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室内插花艺术》；2024 年度广西学校安全稳定与应

急工作研究课题“高校来华留学生所致安全隐患防范机制”(项目编号：GXAW2024B016)；滇黔桂边革命

老区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暨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2022 年度开放基金

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2JD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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