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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普遍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学生培养价值塑造未能充分与知识培养和

能力提升融为一体、课堂内外存在相互割裂、思政育人效果不显著等问题，本文以边疆民族地区财经类

高校新疆财经大学为例，全面客观地展示学校构建以学生为中心“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从育人体系构建背景、主要内涵、实施过程、主要创新、实践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方面

作展示，通过构建“组合拳”，起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作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培

养合格财经人才所作的有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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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border areas are generally faced with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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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s the security of the ideological field, the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value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ir ability, the separa-
tion betwee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and the insignificant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objectively show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the student-centered “1 + 345”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construc-
tion background, the main connot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main innovation, the 
practice effect as well as the existence question and the suggestion and so on to displa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The combination fist”, it plays the role of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and 
is a useful practice for training qualified financial tal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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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存在多民族、多种宗教并存的特殊区情，高校普遍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反

分裂斗争，特别是新疆地区高校需要承担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培育人才的任务，把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作为政治自觉、行动自觉，通过构建“组合拳”，既凝练课程思政内涵又拓展其外延，

形成课堂内外的相互呼应、相互支撑、相互联通的体系，这也是边疆民族地区，在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这个总目标前提下，立足于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领域[1]，
解决人才培养价值塑造、知识培养和能力提升割裂，育人实效不显著等突出问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培养合格财经人才所作的有益实践。 

2. 以学生为中心的“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内涵及背景 

2.1. “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的内涵 

“1”指课堂育人平台，牢牢抓住课堂教学这个育人主阵地。“3”是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组织学生到基层开展实践活动。“4”是开展“四讲活动”，主要围绕学生开展校院两级领导干部讲

时政、思政专业课教师讲理论、特聘专家讲国学、优秀校友讲奋斗常态化活动。“5”是“五育宿舍”评

比，学校提出“三进两联一交友·五育宿舍”融合育人模式，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以团结宿舍、学习宿舍、

文体宿舍、文明安全宿舍、劳动卫生宿舍为内容的“五育宿舍”创建评优活动。通过“1”与“345”协

同发力，发挥课堂内 + 课堂外“双驱动”育人实效，实现课堂内外同频共振，共同构建立体式、全方位

育人体系，形成“双驱动”效应。 

2.2. “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的初心与目标 

“1 + 345”育人体系有效地回应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关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

结稳疆、文化润疆为目标，践行立德树人的初心和富民兴疆的使命担当，培养爱国爱疆、担当奉献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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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3. “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的构建历程 

育人体系的构建是长期在“如何构建有效地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培育合格的财经人才”的路径上探

索才一步步地完善。2017 年以前探索式在专业课程中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较早开展“第二课堂”教

育，组织学生开展三下乡活动，到 2017 年开始专业课程开课前 3~5 分钟讲思政，再到 2018 年课程思政

全面有机融入育人体系中，启动“四讲活动”和“五育宿舍”评选活动，创新探索形成“345”课外育人

平台，创构了“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2019 年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持续完善育人体系。2020
年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课程思政试点高校。2021 年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2022 年在全校范围内构建了课程思政帮扶机制。2023 年大力推进“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强化示范引领。 

3. 以学生为中心的“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实施过程 

3.1. “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实施部门 

学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牵头抓总，统筹构建育人体系；教务处主抓课堂育人平台，各学院(部)
协同配合；学校团委负责“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宣传部负责“四讲活动”；学生工作部负责“五

育宿舍”评比。 

3.2. “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实施过程 

“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始终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这一主线，

通过夯实“课程”和提升“教师能力”两个端口基础，依托“成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构建工作机制”

“形成制度体系”“五个重塑”“以会推进工作”等构建“组合拳”，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取得了实

效。 

3.2.1. 以夯实“课程”为中心，通过“解剖麻雀”成体系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深度挖掘每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学校组织思政课老师与相关专业老师进行“一对一”指导，教务

处牵头对学院每一个专业大类、每一个专业、每一门课都开展课程思政元素解剖与示范，对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课程标准、教案及课件等进行修订，找准挖掘点，充实思政元素，合格一个验收一个，直到

课程思政实现全覆盖。成体系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一是分类挖，充分认识不同类型课程的特点，找准挖

掘的着力点；二是合作挖，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密切合作，通过集体讨论备课、召开专题研讨、合

作撰写论文和申报课题等协同配合；三是系统挖，学校顶层设计，多门课程相互配合，实现思政元素的

系统性挖掘。 

3.2.2. 重塑专业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材及教辅内容、教学评价体系 
对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学计划和教案等进行修订，对标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重塑每门课程的课

程目标、课程内容、教材教辅内容，由校院两级专家进行“巡诊把脉”，进而“找出病灶”并“开具药

方”，经集体备课、审定合格方可进课堂。业已初步构建起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践行胡杨精神为核心的课程思政元素库。与此同时，将课程思政评价要素作为教学评价的核

心内容来开展评教评学[2]。 

3.2.3. 重塑“三下乡”“四讲活动”“五育宿舍”内涵 
以学生为中心，丰富“三下乡”活动、“四讲活动”、“五育宿舍”辅助育人平台内容与形式，厚

植爱国爱疆情怀，弘扬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精神，引导学生做有远大理想的爱国者。做到学用结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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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厚植爱国爱疆情怀，弘扬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精神，引导学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引导学生做有远大理想的爱国者，为我们的民族凝魂聚气，为我们的时代

凝心聚力，切实增强师生“五个认同”，丰富拓展了课堂教学的内涵与范围，进一步增强了育人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3.2.4. 构建了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 
印发了相互支撑、相互连贯、成体系的管理制度，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纳入学院绩效考核评价

指标，建立了课程思政帮扶机制。学校成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统筹协调课程思政各项工作，由党委副

书记担任中心主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中心协调推进，教务处牵头抓总，学院(部)抓落实，教研室(系)
抓课程，各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立学校党委负总责、学院(部)党委总负责、职能部门党支

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起草并印发课程思政实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二十大

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方案、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课程思政帮扶机制、课程思政示范

课堂工作方案等相互支撑、相互连贯、成体系的管理规范及实施方案，明确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成效纳

入学院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统筹指导课程思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学校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与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帮扶机制，要求思政课教师在各学院(部)构建课程思政体系、培育与建设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编写教学案例、专业思政建设等方面予以帮扶，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资源中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3]，找到结合点，彻底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推动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推进课程思政内涵式建设。 

3.2.5. 以“会”推进工作，开设“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召开课程思政建设推进会、教学经验交流会，开展系列教学观摩会、专题培训会稳步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工作，特别是召开新疆首届高校课程思政天山论坛，全疆 2700 余名教师参会，将课程思政建设推向

新高度。为持续巩固“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良好氛围，开设“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邀请校内外课程思政教学名师，通过 30 分钟教学展示、20 分钟经验分享与交流及点评的方式进行示范，

2023 年已连续举办 4 期课程思政示范课堂，学校教师普遍反映效果好、影响大、收获多。 

4. 以学生为中心的“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特色 

4.1. 特色一：突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全过程，就要在育人体系上贯彻落实好这个“纲”。一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

教学这个主阵地。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融入课程体系，通过实施“解剖麻雀”工程，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元素落实到所有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案设计、教学评价中，全面融

入到课堂内外。二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345”辅助育人平台。持续丰富拓展“345”育人

平台内涵，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三下乡”活动鲜明主题，持续开展“把新闻

写在大地上”、“追寻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暑期三下乡等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到喀什麦盖提县巴

扎结米镇开展“访惠聚驻村推普脱贫”，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聚焦时事政策、学生需求、就业形势、中华文化前沿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等要求，“四讲活

动”不断拓展讲时政、讲理论、讲国学、讲奋斗的内涵；丰富“五育宿舍”的内涵，推行民汉混合宿舍、

混合编班，以宿舍为单位打造和谐融洽、荣辱与共的微集体，增强学生集体意识，潜意识中自觉融入中

华民族共同体。三是培育好校园文化这个隐形载体[4]，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氛围。通过

“青春新财大”微信、抖音等网络媒体将自己身边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动人故事通过生动有趣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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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享到网络，讲好财大新故事。四是深入开展“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密切了学生与教师联系，畅

通了学生与教师心灵沟通，教育引导各族师生牢固树立共同体理念。 

4.2. 特色二：突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颂红色经典，开展以“红色家书”为主题的诵读比赛，以“家书”为载体，

营造浓厚的“读好书，诵红色经典”的氛围，开设红色讲堂专门讲授党史教育内容及红色故事，组织红

歌大赛传唱红歌弘扬主旋律，观看红色电影铭记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兵团精神、胡杨精神，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育人功能。大力宣讲国学文化，开展国学经典、书法、传统文化体验教学，营造国学文化氛围，

体验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伟大传承和魅力，提升学生“五个认同”的意识。通过文艺晚会、茶话会、班

会等丰富多样的形式组织民汉师生共过传统佳节和重要节日。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以国家语言

文字教育为切入点，抓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考试(MHK)，探索“语言 + 育人”模式，践行“文化润校 文
化润心”，深入开展“语言扶贫”社会实践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沟通媒介。 

4.3. 特色三：注重践行胡杨精神育人 

胡杨精神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血脉，不断挖掘胡杨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

献”的丰富内涵，将胡杨精神育人元素融入“课程思政”全体系，浸润感染育人全过程。围绕“用胡杨

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为主题召开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推进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拍摄系列“传

承胡杨精神”视频短片，广大师生自觉地把践行胡杨精神作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际行动，

胡杨精神文化育人氛围浓厚。 

5. 以学生为中心的“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成效 

5.1. 教师育人能力显著提升 

课程思政理念深入人心，全校课程实现全覆盖。连续三年在全校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评选，累计

评选 42 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及团队，1 门被评为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及团队，

1 门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及团队。2 门课程及教师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课

程思政“微课大赛”三等奖。 

5.2. 学校斩获了一批荣誉及精品项目 

学校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课程思政试点高校。《三

进两联一交友·五育宿舍―—创建五育并举管理模式，探索培养团结奋进的时代新人》、《培养扎根边

疆的财经人才“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探索与实践》、《打造丝路国韵，实施文化润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育人实践》项目分别获批教育部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

项目。 

5.3. 学生育人成效显著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著增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获得了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等有关部门

的肯定。多次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个人。累计评选“五育宿舍”优秀宿舍 341 个。中华传统

文化深入人心。围绕国学经典、书法、传统文化开展体验式教学，国学课、书法课、传统文化课成为最

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学校荣获第二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扎根边疆、服务边疆意识增强。近三年学

生留疆工作占比达到 88.25%，积极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247


段重庆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6247 1647 创新教育研究 
 

5.4. 社会影响力逐渐扩大 

“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在“全国财经类高校课程思政联盟 2023 年年会暨第第三届全国财经类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第三届全国财经教育教务处处长论坛”、“第二届全国财经类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研讨会”、“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讨会”、“首届高校课程思政天山论坛”作了展示，

收到各高校同行的好评与肯定。 

6. 以学生为中心的“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不足及努力方向 

尽管“1 + 345”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育人成效显著，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部分课程思政元素与专

业知识有机融入契合度还不够高[5]，构建新疆本土课程思政案例数量还不够多[6]、质量还不够高，“345”
辅助平台还需要持续完善。今后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邀请疆内外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教学团队来校讲

授经验；积极开发本土课程思政案例用于教学及教材，加强课程思政系列资源库建设[7]，紧跟时代要求

优化完善“345”辅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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