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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核心目标,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基本途径之一, 对教育

学生树立正确“三观”、坚定“四个自信”具有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科

学的基础、核心、枢纽和前沿学科, 课程含有丰富的“组织纪律性”、“合作性”、“奉献性”、“努力

进取精神”和“家国情怀”等相关思政知识点。思政融入点多、引导功能强是该课程最大的特点, 
但知识点多难串联且抽象、线下课时少、教师思政知识点挖掘和融入教学能力不同这三个因素对

课程思政目标达成度影响明显。教学实践显示, 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优势互补、弥补不足”克服

了影响该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达成的“三因素”, 是提升思政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该文从思政元素

挖掘融入、思政实施过程、教学反馈等方面探索实践了课程思政的深化发展, 以期使专业知识传

授与“立德树人”相辅相成, 并为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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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objective of education is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one of the basic ways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it has the irre-
placeable advantages in educating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correct “Three Views” and strengthen their “Four-Sphere 
Confidence”. Cell Biology is a foundational, core, hub, and cutting-edge discipline within the life sciences. The 
curriculum contains a larg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element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cooperation”, “dedication”,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and so on.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urse 
are man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points and strong guidance function. However, the challenges of con-
necting knowledge points and abstract complexity, the limited offline teaching hours, and the teachers’ abi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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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 and incorpo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into teaching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Teaching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a blended teaching model 
can overcome these three challenges by “complementing strengths and addressing weakness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by mining an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feedback, and so on. The aim is to ensure tha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Keywords       Cell Biology; blended teaching model;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在2019年3月召开的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上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教育是民族振

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德政工程 , 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1]”。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和

基础, 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专业知识教学过程中, 不
仅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 更有助于最大化发

挥课堂主渠道功能 [2-3]。课程思政是实现“三全育人”
的基本途径之一 , 更是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相互补

充、同向而行的有效途径。课程思政对于帮助教育

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坚定“四个自信”具有其他

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4-5]。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深入发展 , 课程思政已从过

去的“结合”迈向了现在的“融合”, 未来的目标是升华

到 “化合 ”; “化合 ”这一高端目标的实现要求课程理

念、课程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授课过程和

课后反馈六方面都要进行高质量课程思政融入 [2,6]。

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的枢纽和前沿学科 , 也是医

学和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 本课程以细胞的结构与

功能为出发点 , 内容涵盖了生命活动相关的主要理

论及其研究过程 , 以及这些理论在医学和农学等生

产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 是一门典型的 “产学研 ”深度

融合并具有丰富思政元素的课程 , 承担着主要的专

业引导功能。知识点多难串联、内容抽象、学科枢

纽性强、知识点更新速度快是本课程最主要的特点, 
这四个特点对授课教师课程思政的凝练融合、方法

选择、课堂时间把控、知识储备和教学经验有较高

的要求 , 同时还与学生对课程思政知识理解水平和

接受能力有关 , 课程特点和师生的主客观因素使采

用传统教学模式实现本课程思政目标显得越来越力

不从心。如何提升课程思政效果 , 教学实践经验显

示 , 深入挖掘线上课程思政内涵并结合线下课程思

政元素 , 凝练后使用恰当的方法而非加法将其融入

整个教学活动中 , 并将思政话语巧妙融入专业学术

语言中, 以“润物无声”的隐形形式体现, 对于本课程

思政目标的达成和提升具有明显的效果 [2,6]。

1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课程思政优势分析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其“优质资源共享、

线上线下教学优势互补 ”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在本科

教学中 , “细胞生物学 I”从2020年实践混合式教学模

式以来 , 多轮次的教学过程显示该教学模式具有以

下思政优势。(1) 资源优势, 线上课程选用国家精品

课程四川大学MOOC“细胞生物学 ”, 课程团队在专

业知识讲授、教学方法选用、课程思政融入方面

极具优势 , 对学生在线学习和授课教师借鉴授课优

点都极具价值 , 但对学生基础和自律能力要求非常

高。教材选用丁明孝等主编的《细胞生物学》(第 5
版 )和Gerald KARP主编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Concepts Experiments(Sixth Edition)作为参考教材 , 
这两本教材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全面且前沿 , 但需

要授课教师吃透教材并在课堂中剖析教材中的重要

理论及涉及的相关实验。混合式教学实现了 “优势

互补、弥补不足 ”的教学目标。(2) 时间优势 , 学生

线上学习基本理论 , 教师有更多的课堂时间落实教

什么、如何教和评价反馈的思政目标。(3) 质量优势, 
学生知识广度和深度、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步提

升 , 有利于提升学生课程思政知识理解水平和接受

能力。

2   课程思政的融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古今中外 , 关于教育和办

学 , 思想流派繁多 , 理论观点各异 , 但在教育必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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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培养

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具体来说 , 就是培养社会发

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

要求的人。所以 , 古今中外 , 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

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 , 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

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

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7]”。因此 , “培养

什么人 , 怎样培养人 , 为谁培养人”既是教育的核心

目标, 也是课程的首要问题[8]。理念是行动导向和目

标实现的基础 , 思政融入课程理念是实现教育核心

目标的基础, 是“立德成人、立志成才”的有效教育方

式 , 是课程思政目标具体化的有效途径; 挖掘凝练课

程蕴含的“八大基本理念”和“七项基本原则”相关思

政元素有助于思政融入课程理念 , 有助于课程思政

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9]。本课程蕴含丰富的细胞“个体

性”、“组织纪律性”、“合作性”、“奉献性”、以及“科
学家精神”相关知识点 , 这些知识点对应“以德为先、

全面发展、面向人人和融合发展”的基本理念, 与“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

服务人民、坚持依法治国和统筹推进”基本原则对应, 
与教育部2020年5月28日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和课程理念“辩证思维、感恩之

心、努力进取精神、科学家精神”高度契合 [10-11]。思

政融入课程理念为教学大纲思政目标融入、制定和

达成提供了基础 , 为思政元素与具体知识点的融合

提供了导向和方法, 为课后反馈提供了依据(图1)。

3   明确思政教学目标
依据学校定位、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特

点明确课程目标是落实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

塑造融为一体思政目标的基础[12]。本课程目标包括: 
(1)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立德

树人 , 培养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 ; (2) 使学生能有效

串联掌握细胞结构与功能 , 细胞结构功能与细胞重

大生命活动相关的知识点 , 使学生获得梳理、联系

和总结相关学科知识的能力 , 使学生所掌握的细胞

及相关专业知识具有系统性、连贯性和串联性。培

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转化为实践能力。通

过理论知识所涉及实验的分析讲授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能力; (3)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   课程思政的设计
4.1   线上与线下有效衔接

细胞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

一 , 学科特点、线下课时量、课程知识和能力目标、

教师授课水平和学生素养对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影

响显著。教学实践经验显示 ,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对于提高课程思政目标效果显著 , 原因有以下三方

面: (1) 教师通过在线精品视频课程学习及分析, 能更

多更有效地挖掘课程思政知识点并以最优教学法实

施思政教学 ; (2) 学生通过线上课程学习掌握最基本

知识点 , 教师在线下教学中有更多时间实施思政教

学 ; (3) 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有效提升课程知识和能力

目标达成度 , 提高学生对课程思政知识接受能力; 这
三方面实现的前提是线上线下课程有效衔接。混合

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课程思政有效衔接措施包括以

下三点 : (1) 线下课堂授课进行至相关知识点时提问

学生对线上课程思政知识点的观点 , 讨论后教师分

析总结 ; (2) 挖掘新的思政知识点 , 线下课堂反向结

合线上课程所讲授专业知识点 , 隐形融入思政内容 , 
实施后反向讨论分析学生对专业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 
有利于课程思政的全面性和相关性 ; (3) 情境式、启

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法有效促进了本课程线上与线下

课程思政的衔接。

图1   课程思政融合

Fig.1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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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视参与式案例教学模式

参与式案例教学模式是 “双主教学模式 ”的具

体践行 , 这种 “学生主体、教师主导 ”的教学模式通

过学生参与和互动有利于提高“三位一体”课程思政

目标达成度 [8]。参与式案例教学已成为一种广受师

生欢迎、教学效果明显的教学模式 , 但教学实践发

现如果不同课程在设计思政案例时都选择同样的素

材, 学生反复多次听到同样的思政案例, 就很容易失

去倾听的兴趣, 甚至产生倦怠、排斥和抗拒心理, 课
程思政的效果也许就会打折扣 [13-14]。因此 , 运用案

例教学时 , 应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 (1) 具体学情 ; (2) 
课程性质和特点; (3) 案例的通俗性和科学性; (4) 案
例在本学科的切入点 ; (5) 结合案例教学法 , 引导学

生从社会发展、文明延续和生产生活三方面进行讨

论和展望。

4.3   基于ADDIE模型构建思政教学体系

ADDIE模型以其系统化、精简化、操作性强

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课程建设中 , 该模型不仅实践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学习论 , 更有利于持续

的优化课程和课堂学生积极主动性调动 [15]。本课

程基于学情、课程性质特点、授课教师和培养目

标分析 (analysis)明确了思政目标 , 以此为基础设计

(design)并开发(development)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课程思政的实施 (implementation)和反馈 (evalu-
ation)。基于ADDIE模型构建的课程思政具体实施过

程已在本文中详述 , 这种思政教学体系为提高本课

程思政目标达成度提供了具体的优化路径。

5   课程思政的实施
5.1   践行教育家精神, 争做当代“大先生”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强国必先强教, 强
教必先强师 [16]。教师的知识储备、人格魅力、理想

信念、课堂把控能力 , 以及科研能力和经验是课程

思政目标实现的基础。深刻理解并践行“亲其师, 信
其道; 尊其师, 奉其教; 敬其师, 效其行”的内涵, 秉持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职业道德规范, 真正做到学

生因欣赏授课教师学识和人格而喜欢学习该课程是

实现思政目标最有效的因素。细胞生物学的学科特

点要求授课教师具备以下基础和能力: (1) 熟悉学科

理论知识, (2) 熟悉学科相关的研究方法, (3) 熟悉学

科相关研究进展及应用领域, (4) 具备细胞生物学学

科相关的科研能力和经验, (5) 吃透国内外学科精品

教材, (6) 了解国内学科相关教学名师和精品课程教

学优点, (7) 具备将教学名师、精品课程和教材优点

与具体学情相结合的能力, (8) 掌握相关学科和交叉

学科的理论知识 , (9) 具备因材施教的能力 , (10) 了
解学科在医学和生产中具体应用情况 , (11) 具备将

专业知识与价值内涵相结合提升思政教育的能力 ; 
因此在教学工作中始终践行教育家精神 , 努力争做

当代“大先生”的自我要求是课程思政目标实现的重

要条件[4]。

5.2   充分发挥绪论课的引领作用

有关细胞生物学最基本的知识点学生从中学

七年级就开始学习 , 大一阶段通过专业基础课已积

累了细胞生物学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 , 这有助于大

二阶段系统学习掌握细胞理论知识、培养实践创

新能力 , 但也容易使学生产生细胞生物学简单易学

的负面思想 , 这对课程思政的实施产生极大的负面

影响 ; 因此绪论教学目标设定要充分考虑以下六

点, (1) 如何吸引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兴趣?(2) 如何使

学生重视这门课程的枢纽性、前沿性、基础性和

应用性 ?(3) 如何使学生正确面对这门课的抽象复

杂性 ?(4) 绪论的课程思政知识点具体包括哪些 ?(5) 
用哪些教学方法将线上课程思政知识引入线下课

堂?(6) 如何利用学科发展史、我国科学家对本学科

贡献融入课程思政 ?这六点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层层

递进对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效果显著(图2)。
5.3   重视内容的全面性和相关性

课程思政内容要充分考虑学生已修思政课程

以及本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 , 在此基础上依据课程

知识体系将思政知识与专业知识融合并贯穿在授课

过程中。细胞生物学的专业知识分为绪论、细胞生

物学研究方法、细胞结构与功能、细胞重大生命活

动四个模块, 每部分所含思政元素并不相同, 授课过

程中充分考虑思政元素应具备以下三点: (1) 全面性

(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律法规、历史知识 ), (2) 
相关性 (国家发展、学生发展、社会现实、与时俱

进), (3) 学生发展(兴趣培养、个人修养、社会适应、

职业规划、科学素养、实践创新能力、自学能力 )。
这就要求思政教学的设计需具体明确 , 实施时间和

方法需结合具体专业知识点和教学情境, 切实以“隐
形融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施完成 (表1)。以细胞

质膜为例: (1) 结合线上课程细胞质膜研究简史和结

构模型串讲细胞质膜结构研究史 , 培养学生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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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拓展脂质体在靶向药物开发

方面应用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2) 结合膜的主

要功能讨论为什么细胞膜是生命进化史的里程碑 , 
拓展膜蛋白异常与疾病的关系 , 进一步拓展宏观社

会的海关工作人员、戍边士兵等的贡献与微观细胞

膜蛋白功能的相似性 , 树立学生家国情怀 ; (3) 结合

人体健康讨论食物摄入和信息交流与细胞膜功能的

相似性 , 树立学生的责任意识。以细胞生物学研究

方法为例: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案例, 讨论基因组改

变可能导致膜功能改变而引起新的健康问题 , 讨论

如果不严格界定基因编辑技术适用范围 , 可能由于

好奇心和经济利益产生的社会问题, 讨论利用CCR5
基因缺陷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愈艾滋病与贺建奎基

因编辑婴儿之间的区别 , 延伸树立强烈的伦理道德

规范意识、个人兴趣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细

胞核功能为例: 课堂提问学生对MOOC课程中“我们

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什么 ?”的理解 , 并引导学生讨论

DNA在生命延续中的重要作用 ; 随后过渡至细胞核

功能学习 , 学习后讨论微观细胞遵循宏观社会运行

规律与细胞核的关系 , 拓展血脑屏障功能以及大脑

缺氧或葡萄糖潜在的危险并延伸树立“两个确立”和
“四个意识”。
5.4   挖掘知识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英国著名教育家赫伯特 ·斯宾塞指出“兴趣是学

习和求知最大的动力 ”。课程思政的实施同样需要

我们重视学生的兴趣和情绪 , 故事性和趣味性的课

程思政对于提高学生兴趣和调节情绪有着非常积极

的影响。本学科涉及的许多理论发现都获得了诺贝

尔奖 , 许多知识点与宏观社会客观运行规律相似 , 许
多知识点揭示了人体健康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的生物

学机理 , 这三个方面奠定了课程思政的故事性和趣

味性基础。例如 : 在讲授水孔蛋白的结构和功能时 , 
衔接线上课程提问并分析罗马尼亚科学家本加对美

国科学家阿格雷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质疑 , 再以

故事形式详细讲述阿格雷发现和证明水孔蛋白的过

程 , 随后从水孔蛋白分子结构角度分析人体快速摄

入水分和排出尿液的细胞分子机理。基于这种科普

+隐形思政+抽象机理简单化的授课方式, 采用情境+
启发+讨论的教学法 , 使这个知识点的课程思政目标

(实践创新能力、科学素养、个人修养、努力进取精

神)切实以“隐形融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施完成。

6   课程思政目标反馈
教学反馈是检验教学目标是否达成的主要方

式, 包括课堂提问和讨论、学生反馈的问题、考试、

学生评教等形式。无论何种形式的教学反馈 , 都要

学生深刻意识到“教与学”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过程 , 这个过程非常有利于学生主动客观地参与教

学反馈。本课程从以下三方面实施课程思政目标反

馈, 检验评定思政内容和实施方法是否有效, 思政目

标是否达成。

6.1   过程性成绩考核

过程性成绩考核反映了学生主动性学习情况 , 
反映了学生对任课教师 (授课水平、授课模式、授

图2   绪论中的实施过程

Fig.2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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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国情怀、自律能力、
自学能力。(5) 提问、讨论分
析。(6) 串讲学科发展史

(1) 和 (2) 学科在生命科学、医学和农学中的应
用及分析。(3) 提问、讨论、分析总结线上课程内
容—人体对外界环境声音的反应, 延伸分析与细

胞信号转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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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细胞生物学课程思政知识点挖掘及实施

Table 1   Mi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in Cell Biology
模块

Modules
专业单元

Discipline-specific unit
思政融合知识点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integra-
tion points

教学法

Teaching method
思政教学目标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绪论 枢纽, 前沿, 基础, 应用 单克隆抗体, CRISPR/Cas9, CAR-T, 结合

区域特色物种分析远缘杂交培育新品种

讲授, 启发, 情境 兴趣培养, 职业规划, 实践创

新能力

学科发展史 对学科建立和发展影响巨大的科学家及

贡献, 中国科学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

翻转课堂, 演示 努力进取精神, 家国情怀, 民
族自信心, 制度自信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人体对内外环境因子的反应与细胞信号

转导的关系, 胚胎发育与细胞间的关系

讨论 自学能力, 感恩之心, 自律能

力, 合作奉献精神

研究方法 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和仪器, 实验经验和能力与个人

能力提升及就业关系分析, 分析相关研究

与生产生活关系, 基因编辑婴儿相关案例

讲授, 演示, 讨论 兴趣培养, 职业规划, 科学素

养, 感恩之心, 伦理道德规范

结构与功能 细胞质膜 质膜结构和功能研究揭示过程, 质膜功能 启发, 讨论, 翻转课

堂

实践创新能力, 家国情怀, 责
任意识

物质的跨膜运输 物质跨膜运输类型及机理, 水孔蛋白发

现过程及机理, 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 
GLUT1载体

翻转课堂, 讨论, 情
境

科学素养, 个人修养, 实践创

新能力, 社会适应, 努力进取

精神, 民族自豪感

细胞质基质与内膜系统功能 细胞器功能与结构间关系, 细胞器功能间

联系, 溶酶体发现过程及科学价值, 细胞

器结构与功能深入研究与疾病治疗的联

系

讲授, 启发, 讨论, 情
境

个人修养, 社会适应, 实践创

新能力, 民族自豪感

蛋白质分选与膜泡运输 199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蛋白质分

选机理揭示研究过程, 2013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 膜泡运输类型机理

讲授, 启发, 讨论, 情
境

实践创新能力, 自律能力, 组
织纪律性, 合作性, 奉献性

重大生命活动 细胞骨架 细胞骨架在细胞形态维持和物质运输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细胞骨架功能及形态调

控因素分析

讲授, 情境 实践创新能力, 道路和制度

自信, 民族自豪感

细胞核与染色体 细胞核功能, 细胞核结构与功能研究方法, 
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构建

讲授, 情境 实践创新能力, 努力进取精

神, 牢固树立“两个确立”和
“四个意识”

细胞信号转导 细胞间信号转导, 1998年的诺贝尔医学或

生理学奖, 信号转导研究与疾病治疗关系

讲授, 情境, 启发 自律能力, 组织纪律性, 合作

性, 奉献性

细胞周期与细胞分裂 细胞周期发现过程, 揭示细胞周期机理的

相关研究, 依据细胞周期分类细胞, 细胞

周期同步化

讲授, 情境, 启发,  
讨论

实践创新能力, 自律能力, 个
体性, 组织纪律性, 合作性, 
奉献性

细胞增殖调控与癌细胞 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妞妞”的
故事, 细胞增殖调控因子发现相关实验, 
细胞增殖调控机理, 癌细胞特征, 诱癌因

子, 癌症的细胞和分子检测技术

讲授, 情境, 讨论 实践创新能力, 自律能力, 组
织纪律性

细胞分化与干细胞 1990年和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再生医学, 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和

白血病, 我国研究现状分析

讲授, 情境, 讨论, 启
发

实践创新能力, 伦理道德规

范, 民族自豪感, 制度自信

细胞衰老与细胞程序性死亡 细胞衰老机理的揭示过程, 细胞衰老与多

细胞有机体发育和健康, 相关华人科学家

讲授, 讨论, 情境 实践创新能力, 民族自豪感

细胞的社会联系 多细胞有机体细胞之间, 细胞与外界环境

的相互作用, 细胞社会联系的维持和动态

平衡

讨论 个体性, 组织纪律性, 合作

性, 奉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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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容、教学方法、教师人格 )认可程度 , 也间接反

映了学生对课程思政接受水平。2024年度课程过程

性考核成绩优秀率达到61.69%(图3), 说明了学生认

可任课教师的授课 , 反映了课程思政内容和教法的

有效性。

6.2   成绩考核

期末考试是检测教学目标是否达成的方式之

一 , 主观题具有考察学生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性质 , 客观反映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水平

的提高。2024年度期末考试主观题 (考察学生思维

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共24分(占总分的24%), 
包括乌本苷在临床上用于增强心肌细胞收缩能力

而救治心脏病的机理分析、利用基因编辑和骨髓移

植技术治愈艾滋病治疗方案设计、脉冲标记检测细

胞周期、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病因的检测分析

这四种题型 , 学生平均得分14.6分 (高于百分制试卷

的及格线 ), 反映了实践创新能力这一教学目标的达

成。

6.3   学生评教

2024年度学生教务系统匿名评教活动中 , 201
名学生全部参与评教 , 对课程组授课教师评价大于

98分。针对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达成度的匿名问卷调

查中 , 63.89%的学生认为完全达到、30.56%的学生

认为大部分达到、5.55%的学生认为部分达到。这

两项评教活动反映了本课程思政目标达成。

7   教学反思与展望
本课程在分析学校定位、培养目标、课程性质

特点基础上将参与式案例教学模式和ADDIE模型融

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中使思政目标具体化 , 
并依据线下课堂效果实现了目标的实时调整优化 , 

且对不同思政知识点采用对应的教学法, 实现了“双
主教学模式”深度践行, 为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此外, 一方面受学生理解能力影响, 学
生对课程教学目标的理解与教师课程教学目标的设

定并不完全一致 , 因此在以后针对课程思政教学目

标达成度的匿名问卷调查中需进一步设计详细的教

学目标达成细则评分表 , 使学生依据评分表打分并

根据分数更科学的反馈思政目标达成度。另一方面

课程思政 “化合”这一高端目标的实现 , 需要教师持

续提高授课水平和思政知识点挖掘融合能力、需要

数字化教学的深度融合 (有利于持续提高教师授课

水平、有利于夯实学生理论基础、有利于保证线下

教学课程思政实施时间、有利于思政教学方法优化), 
还需进一步研究并实践思政教学目标达成度检验方

法。因此 , 在今后的教学中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设

计与课程思政相关的试题 , 在试卷中加大此类题目

的比例和类型 , 以更全面和科学的反映思政目标达

成情况 ; 另一方面对课程思政目标达成考核方法要

更全面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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