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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课程思政的政策陆续出台以及深入研究，课程思政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以科学教育师范生的
《普通心理学》课程为例，结合当前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现状，探索适合师范生、理科课程思政的模式。通过精选思政
案例，发挥在课前导入、课堂授课、课后思考三个阶段不同的作用，不仅可以使课程内容丰富、结构完整、提高学习
兴趣，还可以培养学生具有爱国情感、文化自信、科学精神、师德师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等思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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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开设时间不久，全国第一个科学教育

本科专业在重庆师范学院设立，自２００２年起招生，之后对该
专业的人才需求逐年增加。但是，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询开设科学教育本科专业的院校有
４９所，因此，对于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思
政等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实践经验相对来说
不是很丰富。另外，从本校实际工作来看，也是今年开始招
收科学教育专业学生，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课程思政
等方面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更好地培养科学教育人才。

一、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课程思政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专业（课）、非思政公共课的课程思政建设研

究。这类是课程思政研究最多的类型，一般指某一专业或者
专业课程或者非思政公共课程如何开展课程思政进行探索、
总结。属于站在“课”的角度发掘其德育资源，让“课”发挥更
大的育人功能，不仅仅是专业的教育，还要有思政教育的效
果。此类研究集中在各个学科的常见专业、专业课或者公共
课之中，比如有研究生物化学课程、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等。

第二类是思政课程与思政资源的关系研究。这类研究
数量相对较少。专业课、学校环境、校园周边环境等蕴含着
巨大的思政教育资源，那么如何利用好这些思政资源，实现
对学生思政教育全覆盖，就是此类研究的重点。这类研究主
要通过比较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等思政资源的异同，帮助教
师确定专业的思政课和专业课、红色资源等在思政教育领域
发挥的教育作用，这样就可以明确思政教师与科任教师、与
辅导员等学校不同岗位人员的边界责任；同时也为相互借鉴
教育经验，互相为对方提供素材，也多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比
较研究进行发掘。比如林晶晶、俞佳研究了课程思政与思政
课程协同育人的逻辑起点、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向，雷招、李万
鹰研究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融入石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
成琪琪等人研究将红医精神融入医学伦理学课程，王姗姗等
人研究北京冬奥精神转化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资源等。

第三类是课程思政效果的评价研究。课程思政开展得

轰轰烈烈，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那么开展的效果
如何，就需要深入研究评价体系。为此有许多学者也对此领
域进行了研究，构建了许多评价体系或者模式。这些模式、
体系中基本包含了评价对象、评价维度（因素）、评价策略等
内容。

第四类是课程思政组织单位的实践研究。如果说之前
的几个研究类型是教师个人或者教研组的研究成果，那么此
类研究更多的是二级学院甚至整个高校内部进行的课程思
政探索实践总结，而不仅仅是一门课或者一个专业如何进行
课程思政的研究。这类研究通常会系统介绍实践方案的背
景、领导机构、开展形式、参与人员、达到目标、评价方法等内
容。黄碧云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分别调查了教师与学生，总
结了集团办学背景下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课开展课程思政的
问题，提出了提出立足于教师、学校、学生管理等方面的策
略；何艳成介绍了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创新提出的“双立双成”
教育理念和打造“课程思政＋思政课程＋旅游思政＋思政旅游”
的“四个思政”建设模式；殷鸯、张健作为外国语学校教师，从
价值、知识和行为三个模块构建了外语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从提炼、内化、外化、升华四个环节探讨了外语课程思政教学
路径。

二、课程思政模式探索
综合之前的研究，本研究提出“一案三联”的《普通心理

学》课程思政模式。即每个章节选择一个适合的主案例，该
案例选择考虑三个思政方面的内容，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
阶段发挥不同作用。

（一）案例选择
《普通心理学》的每一个章节几乎都是一个心理现象，而

这些心理现象与人们生产生活联系非常紧密、与教育教学联
系紧密、与学生个人成长联系紧密。因此，在每一个心理现
象的课程开始之时，都可以用一个生动且具体的案例作为导
入本章节学习的素材。所以，每一个章节的案例选择要有以
下三个标准：

一要联系实际，案例要是学生喜闻乐见、引人入胜的故
事或者是国内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可以是古代历史故事
或者历史事件，比如《两小儿辩日》、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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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也可以是当代心理或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比如中小
学生睡眠问题、中文“心理”一词是由谁最早提出等。选择这
些案例，不仅仅是联系实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是可以通
过这些案例的解读提升学生的人文历史素养，增强爱国情感
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在对现实问题保持理性科学的分析之
后，也要加入人文的温度；帮助科学专业的师范生树立社会
责任感，树立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是为人类发展服务的观念。

二要联系知识，还要能引发学生的深入的思考，避免单
纯地为了故事而故事、为了引入而引人。比如《两小儿辩日》
就可以联系感知觉章节中多个知识点，尤其和错觉的知识点
直接联系，案例直接就可以变成当堂练习的素材，提问“太阳
近大远小”的错觉是哪种类型的错觉；学习章节知识之后，可
以让同学们结合故事里两个孩子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给
出“两小儿”解释，或者结合科学这一学科的知识给出合适且
合理的解释；还可以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探讨如果课堂上班里
的学生提出类似问题如何处理等引发学生思考。比如，苏秦
走马观碑、勤奋读书的故事以及历史上的成就，与“记忆”一
章的知识点联系密切，通过分析为什么苏秦记忆力如此之
强，可以用到“记忆”中许多知识，帮助自己学习到很多记忆
的方法，不仅能提高理论知识，还提高了实际应用的能力，又
可以从苏秦成长的实际过程中，体会刻苦、努力、勤奋的付出
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三要联系师德师风或者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比
如２０１２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西南大学黄希庭教授，是我国
人格心理学研究比较深入的心理学家，在讲授“人格”一章的
内容时，也适时引入其研究成果以及教书育人的故事，帮助
学生生动直观地感受教育家精神，潜移默化地完成思想政治
教育。比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工作者
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潘菽教授，就是一位能够很
好展示出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心理学家。在每一个章节里也
会提到研究相关知识的心理学家，这些科学家会直接出现在
教材里，如果时间充裕，可以适度扩展他们研究的故事以及
对之前学者研究的继承与发展，比如清代唐山籍的名医王清
任，就是出现在教材中的一位医学家，他的研究故事在教材
中就有呈现，通过介绍其研究的过程可以体验到治学态度严
谨、勇于实践革新等精神品质。

（二）案例应用
案例的选择很重要，但是在授课的不同阶段起到的作用

却不同。具体来说，就是在课前导入、课中讲授和课后总结
中，案例的作用不同，不同阶段达到的教育教学目的不同。

课前，以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热点、心理研究前沿成果
为案例，引入并贯穿整节课时。案例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学生
注意力，增加学习兴趣，还要与本章节诸多知识点联系，使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普通心理学是以一个心理现象为一章，而
每一个心理现象都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热点、心理研
究成果中选择一个案例，导入本课，并贯穿始终，这样就可以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文化自信，同时还可以生
动地诠释普通心理学的知识点，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掌握
专业知识，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课中，以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理念，
指导并贯穿整个课程。

普通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心理具有很强的主观
性。但是心理学又是一门科学，强调客观性，因此，心理学本
身就合适帮助学生理解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
哲学关系问题。通过讲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让学生明白心
理学和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一样，也是研究客观存在的东西，
也是通过实证手段研究。研究过程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立场。通过讲心理的产生与发展，让学生明白心理是脑

的功能，是大脑进化的产物，心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在讲课时，每一个心理现象，基本按照“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样”或者“怎么办”的逻辑顺序，按照科学的逻辑顺
序梳理教材知识，并且长期坚持，这样就可以避免学生思维
混乱，还可以培养自学能力，方便记忆，帮助学生形成知识体
系；讲授某一个心理现象时，或多或少介绍该心理现象的生
理基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涉及理论观点时，必然呈现
实证研究的过程，在理解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理解理论观点，
而对于理论或者观点，又会让学生思考优点与不足，学会辩
证地看问题，分析几个理论之间的异同，学会用发展的眼光
看问题。

课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理念，指导整个课程设
计，以整个学科体系为案例训练正确的科学思维、科学观念，
除此之外，课中还要即时发掘心理学家的精神闪光点或者反
面案例。在课程中提到的每一位心理学家，都要可以充分挖
掘一两个研究故事、个性习惯，帮助学生理解科学家精神、理
解科学精神。比如华生虽然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开创者，但
是他在做实验时对幼儿被试的损害却是不可逆转的。提醒
学生们注意科研伦理、科学道德。

课后总结，除了总结本章节知识、布置作业之外，还要用
案例引发思考，尤其思考对教育教学的启发或者反思，涵养
师范生师德师风。比如《两小儿辩日》的案例，除了用感知觉
的相关知识分析具体内容之外，还可以让学生思考“孔子作
为教育家，他当时的处理是否妥当？如果你是孔子，你应该
怎么办？”等诸如此类教育教学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关爱
学生”“终身学习”等师德师风内容，以及处理课堂教学中生
成性内容的技能，比如：国家出台关于中小学生睡眠的政策，
从心理学角度如何理解？学生可以在学习“意识与注意”的
章节之后，就会对政策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整个课程结束
之后，组织学生从心理学的角度讨论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
读物、作业、体质等五项管理的意义和具体做法。

三、总结与反思
通过对科学教育专业新生第一学期的普通心理学授课，

利用此模式进行授课，取得一定效果。
第一，从课堂效果来看，学生对案例感兴趣，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能够引起学生的深入思考，课堂气氛活跃，学生
能够很好地理解知识点，并且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具体
问题。这一点在督导组听课反馈和期末成绩中有所体现。

第二，从专家反馈来看，督导组听课后一致表示，课堂思
政内容丰富、系统，但是与知识点讲授、课程流程结合得非常
顺畅，不着痕迹。同时也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把教育家精神
和科学家精神如何更加具体地与知识点、与章节联系，以及
把培养哪个具体的精神更加明确地标记出来，效果会更好。

第三，从学生反馈来看，学生对师德师风、教育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依然需要其他学科、其他
教育环节协同育人，培树科学教育学生的两种精神、师德师
风、爱国情怀、文化自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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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的总成绩主要由平时和期末两部分组成，平时成
绩包含线上学习（含视频内容学习情况，视频弹题、章节测
试、试题库完成情况和思政相关内容互动及资料搜集情况）、
翻转课堂完成情况、项目完成情况和实验成绩。期末成绩指
线下期末考试成绩，其中包括“实操（４０％）＋笔试（６０％）”。

五、结语
本文介绍了思政融合的高等职业教育新工科电类专业

基础课程教学策略、模式与实施路径。总体思路基于ＯＢＥ理
念，遵循以学生为中心，反向设计，正向实施，持续改进原则。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么
培养人”三大问题展开设计实施。设计方案和实施过程实现
了高等职业教育中“课程思政”和“新工科”的完美结合，将思
政教育贯穿于新工科电类专业课程中，实现了科学知识讲授
与家国情怀培养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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