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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家一流专业在产教融合中系统性推进专业思政建设问题，提出课程思政实

现全覆盖的思政目标指标点体系、多维化有“温度”的课程思政融入方法体系和基于思政指标点支撑权

重矩阵的专业思政建设有效性的评价方法等，旨在对国家一流专业和产教融合专业建设中的“课程思政”

到“专业思政”的转变、专业思政的体系化和协同化推进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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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systematic advanc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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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lass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
gration. It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achieving full coverage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goals through a system of target indicator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warm” approach to in-
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an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a weight matrix of sup-
porting ideological indicators. The aim i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
formation from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first-class majors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ograms,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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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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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各高校在工科类专业的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课程思政是指通过对非思政课程(专业课程、通识课程等)的教学

设计改革，将思政教育元素“盐溶于水”般地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其本质是课程观的重构，要求

每门课程都承载育人功能，形成“门门有思政、人人讲育人”的格局。其内容范畴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往往可通过教学中的价值引导、实验

教学中的工匠精神培养、课堂讨论中的批判思维训练等路径予以实施。近来随着学术界对“课程思政”

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关注度的不断增强，已经开始从“课程思政”发展到“专业思政”，逐步成为高校思

政工作开展的新要点和新主题。而专业思政则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全过程，通过专业知

识的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专业文化的建设，实现价值引领与专业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其覆盖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等环节，并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阶段，需要教学参与主体，包括

专业教师、专业负责人和教学管理者等形成育人合力，从而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从以上

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的内涵比较来看，“专业思政”是在课程思政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是专业培养

人才培养中对思政教育的系统化推进，也是检验专业育人质量和立德树人成效的根本标准。因此“专业

思政”建设注重推动育人理论体系从“碎片化探索”向“系统化建构”跃迁，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马克

思主义教育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三全育人理念等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根本任

务在于立德树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一流专业思政，专业思政应成为一流本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1]。 
针对计算机类专业建设中专业思政建设问题，李曲等[2]提出了专业思政以专业为载体，专业思政必

须落实在培养方案上，落实在教学大纲上，落实在课堂教学中。黄俊等[3]根据计算机专业教学特点，分

别从专业思政教育、课程思政实施和课程思政评价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专业思政建设和实施方法。王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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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等[4]则以北京联合大学智慧城市学院为例，探索和实践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思政建设和人才培养，

提出了以政治素养、社会责任、道德品格和相关素养“四位一体”的专业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设计培

养方案、课程大纲、“课程思政”案例和思政实践活动。刘鸣涛等[5]以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为例，提出立德树人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课内课外和理论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将课程思政深入融合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育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全方位实施课程思政。然而，

课程思政的实施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从课程思政发展到专业思政，高校应当树立起系

统思维，需从各个层面入手，积极探索专业建设、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的一体化设计，以及整体性推进，

确保专业建设、产教融合、专业思政和课程思政携头并进[6]。为解决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的一体化和整

体性推进等问题，虞晓芬等人[7]于 2022 年明确提出了建立专业思政支撑矩阵，有重点地确定专业内每门

课程、每一环节对专业核心价值的支撑关系，推进专业思政目标与课程支撑体系融合。并强调思政要进

实践、进基地，强化动态评估，推动专业思政持续改进。另一方面，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

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中的课程和专业思政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策略也引起

广泛重视。其中工科类，尤其计算机电子信息类产教融合中的“专业思政”相关研究也正在成为研究热

点之一。孙芬等人[8]在强调课程思政融入一流专业的专业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产教融合本身就是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需要将课程思政融入产教融

合专业的建设。对此，易茜等[9]提出课程思政不仅仅停留于学校内，也需要在企业的教学实践中融入思

政教育过程，需要基于行业生产实际来对学生的专业水平进行提升。张岩等[10]则提出校企要深度合作开

展“课程思政”建设，引入企业优秀人才参与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指导学生参加科技研发、学科竞赛等

活动，使学生真切感受企业文化，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与素养。还有学者针对产教融合背景下的高校课程

思政，提出了“三寓三式”教学或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耦合育人等模式[11] [12]。以上相关研究均注重了

企业精神文化的正确树立，通过良好的企业氛围促进学生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文化修养。其次，

针对产教融合的思政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如有些企业人才自身的思政素质参差不齐，就算有些人才是国

有企业党员，但还是缺乏思政素养以及理论实践经验，将思政课程与企业实践课有效结合，给专业思政

融合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对于企业人才更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活动。对企业中优秀人才参与教育教

学，学校也必须要避免在产教融合实施的过程中出现意识形态的教育风险[13]。此外，近两年来 ChatGPT
和文心一言等的出现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2023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提出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14]。随着这些大模型通用人工

智能的发展和融入，会对高等教育形成巨大挑战，也会带来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教育的风险[15]。实际

上一些高校或课堂甚至是企业课程中已经形成了“人师–机师(通用人工智能)-学生”的关系网络，每一

个教学参与者都将成为一个节点。一些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在所谓“算法中立”的包装下，可能成为西方

国家对我国高校学生进行西式价值观渗透的工具[16]。因此计算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中，在注重和企业行

业深度融合与利用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平台赋能教学的同时，需防范其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和伦理教育

风险。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国家一流专业和产教融合建设中的思政融入，一些高校做出了很多有益和有价

值的探索和研究，推动了高校专业人才的思政教育和立德树人的培养。然而一流专业、专业思政和产教

融合建设的一体化实施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专业建设及其思政融入的实施过程中，“贴标签”和“两

张皮”的问题依然存在。上述现有研究中尽管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定性方面的策略或路径，但还有很多

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如在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系统化、一体化、育人各环节思政融入协同化及

其效率定量化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有待进一步探讨。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团队提出了以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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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和方法。 

2. 建立系统化、一体化的专业思政目标指标点体系 

立德树人的专业思政并非一个泾渭分明的简单过程，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每门课程，包括理论类和实

践类课程，不同课程、不同内容能够支撑的思政目标指标点可能互不相同。为达到整体推进系统化和一

体化效率最大化，需要结合《指导纲要》、计算机类专业毕业要求、人才培养需求、国家和社会发展等因

素建立专业统一科学合理的思政目标指标点体系。首先有必要先通过集中学习、讲座、网络培训等形式

对专业校企教学团队进行系统培训，统一思想，把立德树人全方位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环节。其

次，不同专业的思政育人定位不同，不同学科有不同侧重[17]。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育人目标及其课程体系可提出遵纪守法、专业使命、职业规范、党的领导、

家国情怀、辩证唯物、制度自信、工程伦理、工匠精神、全球视野、国家安全、创新精神、团结协作和终

身学习等 14 个思政育人目标指标点构成专业思政指标体系。 

3. 系统化设计专业思政的课程体系及其“课程思政支撑矩阵” 

1) 根据以上育人目标的思政指标体系，可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构建如图 1 所示

的系统化和一体化的专业思政课程体系。 
 

 
Figure 1. 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major and its educational objectives 
图 1. 专业思政的课程体系及其思政育人目标 
 

2) 首先，专业课程是达成课程思政目标和专业思政目标的基础与抓手，需要根据思政指标点体系和

课程内容特点和性质，厘清和建立课程思政指标点与各门课程对应支撑矩阵，确定每门课程对思政指标

点的支撑关系。进而促使专业教学团队依据矩阵中思政支撑点梳理和挖掘相应课程思政元素，落实和分

解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设计相应的教学环节，提高课程思政支撑点的覆盖面。不妨根据图 1 的课程体系

构建出如图 2 所示的“课程思政支撑矩阵”(以部分课程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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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matrix—a case study of some major courses 
图 2. “课程思政支撑”矩阵——以部分专业课程为例 
 

可以看到图 2 中所有课程都支撑了“辩证唯物”这一思政点。其显而易见的逻辑基础之一：具体科

学为自然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理论基础，而自然辩证法则为具体科学提供了指导和启示，也

是指导教育科学和人才培养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之一。而计算机系统是软硬件有机统一的复杂系统，涉及

这复杂系统的各门专业课程内容对自然辩证法的体现无处不在。而其中的“专业导学”课程是对计算机

专业学习内容进行导学，必然涉及各门专业课程，自然会覆盖所有支撑思政点。 

4. 构建适应于产教融合、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及多维度有“温度”的课程思政 
协同化融入路径和方法体系 

在产教融合和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课堂育人、产教融合实践育人各环节中课程思政协

同化的融入需要紧扣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思政支撑矩阵”和教学大纲，努力推动校企教学团队在专

业课程、企业项目的工程实践或利用通用人工智能赋能的教学中自觉开展课程思政融入的探索、研究和

实践。既要充分认识到产教融合或通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实施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意识形态教育风险，也

要充分挖掘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中的思政内容元素、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内容的切入点和融入方法，促

使系统化、多维度有“温度”的融入路径和方法体系的形成。 
1) 由于学生专业知识体系的建立、科学精神、创新创业能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形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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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很多方面影响，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需要守住校企教学团队在专

业课程、企业项目的工程实践或利用通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中意识形态和工程伦理的底线，并通过多维

度融入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必要的“温度”融入路径。其中“多维度”包含了学生情感心理、产教

融合的企业文化和工匠精神、当代学生成长环境的认知受众面、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发展历史、学术前

沿、时政热点舆情、课程教师自身的师德师风、科学精神、专业知识的广度及深度、简明式贯通式案例

法等，相关论据在文献[18]和[19]中有较详尽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2)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为评价标准，可通过简明贯通式案例法、趣

味性微视频的寓教于乐、启发式、探讨式、互动等多种方法，并以显性 + 隐性的融入方式将课程内容与

思政元素融入，以期达到相应的课程育人目标。 

5. 基于指标点量化构建课程思政协同化有效性的评价方法 

针对产教融合建设中课程思政协同化的有效性评价方法等问题，可采用以下图 3 所示的思路和方法。 
 

 
Figure 3.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ethod fo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quantitative indica-
tor points 
图 3. 基于指标点量化的课程思政协同化的有效性评价方法 
 

1) 专业课程体系中，由于不同的课程、不同内容能够支撑的思政目标指标点的支撑程度互不相同。

若对专业思政系统性推进效率开展量化评价，有必要细化和改进课程思政支撑矩阵，明确各门课程对各

个思政指标点支撑的权重。为此可设计如以下图 4 所示的课程思政指标点支撑权重矩阵(以部分课程举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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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upport weights of each cours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dicator points 
图 4. 各门课程对思政指标点的支撑权重 
 

2) 在明确了“课程思政支撑”矩阵各门课程对思政点支撑权重后，各门课程，包括产教融合的校企

合作课程的教学实践，就要依据矩阵权重关系，将相应课程思政支撑点进教学大纲、进教案。对专业思

政目标的达成情况就需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评估课程思政协同化的有效性，明确各门课

程教学各环节中课程思政支撑指标点的融入手段所占分值。比如对某课程的教学评价具体评分可按以下

图 5 所示标准进行评价。 
当然，以上这种评价设计是针对专业建设主体对思政系统化推进的一种导向性量化评价方法。无论

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其最终的指向应该是学生究竟收获了什么。尽管社会心理学上的“拉皮尔”挑战

实验表明：人的社会行为和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同时个体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表现受到

情境、认知、压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内隐性和模糊性。从而对学生内在的精神层面或道德及其提

升评价是一个难题，学术界也在不断探索规范化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和有效的评价方法[17]。然而上述对

专业建设主体对思政系统化推进的思路、实施方法体系及其量化评价却依然是可行的。其次，应当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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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评价与内部评价相结合，将授课教师课程思政融入即时性评价与专业思政整体推进及其系统化实施的

长期性评价相结合。当然这些评价需要从学校层面或者院系层面开展，可采取组织学校思政研究中心研

究员、专业思政教学改革指导委员会专家、行业企业管理人员对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思政支撑点的分布

合理性、覆盖率以及课程思政协同化的推进效率进行整体量化评价，评价的结果对专业校企教学团队及

时反馈。最后通过毕业生问卷、用人单位问卷、座谈、第三方机构评测对毕业生就业、培养质量、学生德

育思政进行调查和评价；将评价结果、质量分析报告用于下一评价周期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人才培养

方案及其“课程思政支撑”矩阵、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过程的持续改进。 
 

 
Figure 5.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图 5.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量化指标 

6. 产教融合和通用人工智能在专业思政建设中的应用案例及成效 

目前笔者团队在计算机国家一流专业系统化、一体化的专业思政目标指标点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产

教融合和通用人工智能对专业思政建设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在计算机专业的教学

与建设与长三角地方产业企业合作，采取“校–企–研”三方联动模式，共同探讨和挖掘计算机专业课

程体系“课程思政支撑矩阵”相关的支撑思政点，从而激励并推动了专业思政资源共建共享。尤其是来

自企业的横向课题往往涉及专业内多门课程知识与能力的综合应用，甚至是跨专业和前沿领域知识的应

用，对教师团队优化专业“课程思政支撑矩阵”和学生形成科学精神、创新创业能力、积极的人生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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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等方面起到了多个维度、正向的合力支撑作用，也使得专业思政支撑矩阵及专业思政建设的协同

化推进得到了优化。另外，近两年来注重推动专业教师利用“文心一言”“豆包”或 DeepSeek 大语言模

型等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备课。由于这些大语言模型能够对现有课程思政与专业思政研究成果联网搜

索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推理与提炼，往往对各门专业课程思政元素和支撑点的挖掘和分析更加丰富，从

而也有助于教师团队进一步筛选和优化“课程思政支撑矩阵”，进而形成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破解

传统课程思政教育的时空局限，借助产业实践增强价值引领的现实针对性，实现了产教融合与通用人工

智能的协同应用，重塑了专业思政教育的范式。通过问卷、座谈等方式对所在计算机专业的专业思政建

设方面进行了调查，多数师生表示，按照以上思政模式育人更加自然化和合理化，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

专业思政建设协同化和系统化推进的作用。然而，一些教师也反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备课和挖掘思

政元素有时会出现过度或生搬硬套的情况，今后需要进一步关注。其次，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科学精神、

世界观和价值观等的形成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短时间内做到真正准确客观的量化评价专业思政建设协

同效率存在一定困难。 

7. 总结 

综上所述，国家一流专业在产教融合建设中专业思政建设系统性推进问题较为复杂，具有涉及问题

多、涉及环节多和参与其中的教学主体多等特点，有必要设计能够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的思政目标指标

点体系及其课程思政支撑矩阵、“有温度”的多维化课程思政融入方法体系和基于指标点量化的有效性

评价方法。但同时也需要看到，针对课程思政协同化的推进效率进行整体量化评价的科学合理性等方面，

尤其对学生内在的精神层面或道德及其提升的客观评价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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