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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久以来,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分工”明确,各司其教育职责,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才培养

形成彼此孤立的“两张皮”。为探究解决影响课程思政深入专业教育教学的矛盾,本文以专业教育课程

《管理沟通》为例进行教学改革研究。本文以课程思政在《管理沟通》课程中的可行性分析为出发

点,通过分析《管理沟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路径为研究突破口,探索一种符合教育规律的课程思政育

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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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en clear, and each has its own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personnel training have formed "two skins" that a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affe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dep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urs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xplores a kin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del that conforms to the law of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as a research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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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对国内知识学习的新变化和日益

激烈的国际教育竞争环境,提升高等教

育发展水平和人才发展质量,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息息相关。从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看,高等教育不仅要

端正大学生在应试教育下对学习动机、价

值与意义的正确认识,激发其成长成才

的主动性,还要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的育人作用,最终形成“思政课程+课

程思政”的育人格局。因此,实施“课程

思政”改革实践,对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管理沟通》课程的知识

体系,将课程知识与思政元素深入融合,

将塑造价值观、掌握学科知识、培养学

习能力融为一体,探索“课程思政”路径

下《管理沟通》的教学改革研究。 

1 课程思政在《管理沟通》课

程中的可行性分析 

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管理沟通》

为专业教育课,旨在培养学生沟通思维

及提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学生能掌握沟通的基本知识、思

维、技巧、提升解决管理与人际沟通实

际问题的能力。而如何有效地在课程教

育中融入思政教育,是本文的主要研究

内容。本文通过探究《管理沟通》的“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

重要作用,把塑造价值观、掌握学科知

识、培养学习能力融入到课程的教学全

过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学生专

业学习需求的一致性,打造符合“课程思

政”的《管理沟通》教学内容。 

因此,探索将《管理沟通》课程教学

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融,既能丰富课

程思政的思想深度,也有益于激发课程

活力,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2 《管理沟通》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的路径分析 

国家领导人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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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国家领导人

也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这就要求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

要积极创新,在备课和授课中不断发掘

课程内容与学生学习中的积极因素,有

意识地进行正向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建立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缓解专业教育与思政

教育“两张皮”的状态,把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真正落实到位。 

2.1教师主动学习,提高对课程思政

的理解 

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需主动学

习和理解课程思政的精神内涵,可以从

三个方面增强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一,

课程教师自身持续学习,注重个人素质、

知识、思想、能力方面的提升。要学会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解决

问题；要培养自己明确清晰的思政教育

意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真正理解课

程思政的深刻内涵,成为一名思想政治

正确、身心健康、强能力、高素质的教

师。二,课程教师要充分利用好多媒体资

源。通过各类文件、数据库来学习课程

思政的相关知识,扩展视野；借助学习强

国等平台,学习其他课程的探索模式和

优质研究实践经验,了解最新的时事热

点,既为课程内容积累了素材,也增强了

教师的思想政治认识和理论水平。三,

课程教师之间主动交流学习成果,认真

挖掘《管理沟通》课程中所蕴含的课程

思政资源。在进行了集体讨论后,课程授

课教师应达成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将思

政资源纳入教学大纲、教学讲义和课件

中,做到课程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统

一,保证课程开设的初衷和思政内容思

路上的一贯性。 

2.2教案精心设计,开发课程思政教

学深度 

教案是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中所使

用的具体教学内容的呈现。《管理沟通》

教师在授课前通过精心的创新设计将思

政元素巧妙地融入《管理沟通》的课堂

当中,“润物无声”地引导学生。以下仅

列部分为参考,详见表。 

笔者以课堂教学中采用的案例作为

对象进行详细分析。在《管理沟通》的

“谈判与冲突”教学中,选用“中美贸易

谈判——第十一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案

例。教师首先介绍了此轮中美谈判双方

两位负责人不同的教育背景、个人履历、

两国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二者性格特

点等情况,为学生开启思路后,提出“在

此期间美国突然宣布将2000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的施压

手段”的深层原因为何的问题,并引导学

生从中美不同的角度开展思考发言。经

过讨论后,学生们不仅找到了深层原因、

学习了谈判技巧,还得出了国家之间的

谈判要遵循平等和对等的原则,要保持

大国的尊严的感想。学生们在课堂学习

中,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底线是不

容触碰的,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是不能

放弃的,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中国

的重大关切是美方必须重视的。这体现

了课程思政融入的有效性。 

2.3积极创新方法,开发课程思政多

维互融的融入路径  

《管理沟通》课程教学富有创新性,

这为开展课程思政提供良好基础条件。教

师根据课程教学方法及特点,总结思想

政治教育可从“四维度”进行融入。其

一,课内外相结合,线上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即课外提前布置作业,让学生自由

查找相关资料；课内讲解作业案例,从教

师的独特视角出发启迪学生思维。其二,

多场景融入。借助个人作业、小组作业

等形式,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其三,多

方式融入。采用当前多用的教学方式,

如问题导向学习(PBL)、案例导向学习

(CBL)、团队中心学习(TBL)等方式,既增

加学生参与度,也悄然化思政教育于专

业教育之中。其四,多技巧融入。通过多

学科融合、多案例分析来阐明课程知识

点,一方面有利于考查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参与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考查学生

对思政元素内容,如国家意识、政治认

同、文化自信、科学精神的认识是否正

确等。 

3 总结与展望 

“课堂思政”旨在将专业课程的课

堂教学资源和思政课充分融合,形成协

同育人的育人格局,从而实现立德树人

的教育发展理念,在思政教育和教学实

践上对高校课程教育具有影响作用,对

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如何

推进“课堂思政”改革实践,深化教学育

人改革,充分挖掘每门专业课程中的思

政资源,发挥好各类课程的育人作用,值

得高校教育工作者探索研究。 

《管理沟通》的“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研究在课程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效

果。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管理沟通》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成效。 

其一,课程授课团队前期通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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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沟通》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把塑造价值观、掌握学科知识、培养学

习能力融入到课程的教学全过程,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学生专业学习需求

的一致性,打造符合“课程思政”要求的

《管理沟通》教学内容。 

其二,课程教授过程中,教师基于

《管理沟通》课程的知识体系,深入挖掘

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本课程的知识

巧妙地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在课程的

教学与互动过程中,通过丰富的政商典

型案例引入,项目制、社会调研形式的作

业设计,思政教育的融入,以团队互助、

质疑思考等系统性程序实践管理沟通技

能等多种教学改革,培养学生既掌握管

理沟通的基本知识、思维、技巧,也关注

现实问题及专业行业领域发展动态、国

家战略的思想高度。在达到课程教学目

标的同时,也提升学生经纶济世、德法兼

修的素养,达到“课程思政”的效果。 

其三,在课程结束后,学生反馈对

《管理沟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

教学改革体验感强,比如从课程学习中

树立了正确的思想意识、提高了思想政

治理论水平、加强了“课程思政”下《管

理沟通》课程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等。总

的来说,《管理沟通》“课程思政”的教学

改革探索路径研究具有一定成效,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两张

皮”的状态,达到两者协同育人的效果。 

4 结语 

在今后的课程建设过程中,《管理沟

通》授课团队将不断深挖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并与学生思想动态相结合,让“课

程思政”在《管理沟通》的教学实践中

得到进一步发展,不断提升教师德育能

力和学生专业知识、思想政治教育高度,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一批拥有

爱国主义、科学精神、文化自信等积极

向上、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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