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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袁面向智能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袁直击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专业

教育和思政教育野两张皮冶问题袁明晰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作用曰以课程与教学论为指导袁强调野智能+冶赋能

思维方式转变袁突出智能技术赋能教学创新袁形成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理论曰提出了确定课程思政目标尧重构课程

思政内容尧选择课程在线平台尧开发课程思政资源尧建设课程思政基地尧开展课程思政活动尧实施课程思政评价的智能时

代课程思政设计方法袁以期为新时代我国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尧构建野三全育人冶大格局

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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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袁是教育工作的根

本任务袁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遥 2020年袁教育

部印发的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明确指

出袁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

务[1]袁同时也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推进举措

指明了方向遥 当下袁以 5G网络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

的新基建揭开了智能时代发展的序幕袁迫切呼唤高校

有机融合野智能+冶理念赋能课程思政建设袁承担好育

人责任袁守好一段渠袁种好责任田遥 然而袁目前课程思

政建设普遍存在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野两张皮冶问题袁

仍然存在价值导向不清晰尧设计理论不系统尧设计方

法不落地和技术融合不深入等问题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

面向新时代我国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尧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尧构建野三全育人冶大格局的迫切需

要袁以课程与教学论为指导袁明晰课程思政建设的价

值导向与功能作用曰强调野智能+冶赋能思维方式转变袁

突出智能技术赋能教学创新袁构建智能时代课程思政

设计理论袁形成相应的实施方法袁以期为我国大规模

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益借鉴遥

二尧相关研究述评

渊一冤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内涵特征与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袁思想政治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

阵地袁 但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袁

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尧多样尧多变袁引领社会思潮尧

凝聚思想共识的任务艰巨复杂袁迫切呼唤充分利用课

堂教学主渠道袁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袁

发挥课程思政的功能和作用袁合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遥 自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袁课程思政相关研究不

断丰富袁主要涵盖理论阐释尧内涵分析尧实施路径和机

制保障等方面遥 何红娟从系统性与协同性耦合尧理性

价值和工具统一尧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通三个方面

阐释野思政课程冶到野课程思政冶转化的理论基础[2]曰高德

毅等指出袁课程思政的实质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

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尧各方面[3]曰石丽艳认为袁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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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种教育理念袁也是一种思维方式[4]曰敖祖辉等构

建了加强顶层设计尧明确目标定位尧着眼育人方向尧厘

清课程差异和搭建协同平台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5]曰

王学俭探索形成了助力课程思政建设有效落地的野国

家要学校要学院冶三级联动保障机制[6]遥 综上所述袁虽

然现有研究对课程思政的内涵认识已经达成部分共

识袁但如何将其内涵系统化地融入具体课程设计与实

施中袁仍需进一步探索遥

渊二冤融入思政理念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方法

有效落地课程思政袁亟须以系统化理论指导课程

思政设计袁以操作性方法落地课程思政实践遥目前袁已

有部分学者认识到课程与教学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

重要理论指导作用袁也有部分学者面向具体学科教学

展开课程思政实践遥 高宁等以课程论为指导袁对当前

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野知识选择冶野课程编制冶和野因

材施教冶等三个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设计方案[7]曰

陈雪贞以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为指导袁探索

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8]遥 关于课程思政的

设计方法袁张美玲等以微生物学课程为例袁介绍了思

政建设中的案例筛选和开展方式[9]曰黄薇以公益广告

课程为例[10]袁张宏晨等以护理学伦理学课程为例[11]袁冮

洁等以食品营养学为例[12]袁开展了具体的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与实践遥 综上所述袁部分学者对课程思政的设

计与实施展开了实践探索袁并形成了学科特色鲜明的

路径和模式袁但尚未提炼出系统化的课程思政设计理

论袁尚未归纳出操作性强的课程思政设计方法遥因此袁

本研究将以课程与教学论为指导袁并结合具体实践构

建课程思政的设计理论遥

渊三冤 智能技术赋能课程思政的开发研究与应用

效果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袁大数据主

导的智能时代将为教师持续赋能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首次将野科技支撑冶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袁显示出党

中央将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上升到新的战略高

度[13]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袁着力推进构建高质

量教育体系[14]遥现有融合智能技术创新课程思政建设的

研究实践主要聚焦环境塑造尧 资源聚合和实施创新等

方面遥 吴满意等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袁 从学习者精准识

别尧学习资源精准定制尧学习过程精准滴灌和学习评价

精准评估等方面塑造精准思政环境[15]曰赵洱岽等依托

智能技术打通图书尧文献与慕课之间的资源关联袁形成

专业教育资源和思政教育资源的有机聚合方式[16]曰张勇

等以野环境问题观察冶为例袁利用慕课尧微信群尧公众号

等信息技术工具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袁创新课程思

政实施方式[17]曰杨婧依托新媒体手段及各类学习 App

等工具创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施方式[18]遥综上所述袁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部分智能技术在课程思政建设与

实施中的具体应用袁但鲜有关注野智能+冶赋能理念对

课程思政建设与实施的思维方式变革袁尚未形成操作

性强的课程思政实施方式袁如何融入智能技术创新课

程思政建设与实施仍需进一步挖掘遥

三尧课程思政的价值导向与功能作用

渊一冤课程思政的价值导向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19]袁专业课程是课程

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1]遥 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袁迫切需要紧紧抓住课程建

设野主战场冶袁以课程与教学论为理论指导袁结合专业

教学实际深挖思政元素袁 并将其有机融入课程目标尧

内容尧活动和评价之中袁充分发挥专业课程教学作为

课程思政最主要依托的作用遥以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袁从野思政

课程冶到野课程思政冶协同构建野三全育人冶大格局是课

程思政的价值导向遥课程思政建设应寓价值观引导于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袁以育人为根本袁将德育置

于首位袁为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袁帮助学生塑造

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遥 同时袁应坚持将显性

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袁发挥从思政课的野群舞中领

舞冶到高校课程的野共舞中共振冶效应[3]遥

渊二冤课程思政的功能作用

课程思政是高校教育理念变革的需要袁是高校隐

性思政教育理念发展的必然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在本质要求[2]遥 当下袁课程思政的功能作用如下院

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什么人尧怎样培养人尧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

本问题袁 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

标准遥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袁能够有效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袁五育并举袁培育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遥

2.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遥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袁能够牢固确立高校人才培养

的中心地位袁围绕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袁不断完

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尧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袁全面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袁着力构建野三全育人冶格局遥

3. 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一流课程是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遥重视课

程思政尧 彰显育人目标是一流课程的价值导向之一遥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能够扎实推动高校一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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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袁同时依托课堂教学袁融合智能技术袁持续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遥

四尧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理论

渊一冤智能时代赋能课程思政

自 2017年国务院印发 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曳袁到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野智能+冶概

念袁智能时代已拉开序幕遥 赋能是智能时代思维方式

的主要内核之一袁当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袁应以野智

能+冶作为赋能要素转变原有思维方式袁融入智能技术

持续促进教学创新袁从而有效支持育人目标的达成遥

1. 转变思维方式

从连接到赋能是智能时代思维方式与互联网时

代思维方式的主要区别之一遥未来社会对高层次拔尖

人才尧 多领域交叉人才和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袁呼

唤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观念与模式的转变遥智能时

代开展课程思政设计袁需要将野智能+冶思维作为一种

赋能要素袁系统化融入课程思政目标尧内容尧活动和评

价设计之中袁跨界融合专业育人与思政育人袁赋能重

塑课程目标及重构课程内容曰群智开放校内课堂与实

践基地袁赋能再造教学流程及变革教学结构曰数据驱

动教学诊断与教研改进袁赋能多维专业评价及可视化

育人评价遥

2. 赋能教学创新

课堂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主渠道遥落地课程思政就

需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袁有机融入智能技术创

新课堂教学袁依托智能评测等技术赋能确定课程思政

目标袁依托语义网络尧知识图谱等技术赋能重构课程

思政内容袁依托 5G网络尧边缘计算尧模式识别和 XR

等技术袁赋能选择课程在线平台尧开发课程思政资源

及开展课程思政活动袁依托学习分析尧数据画像等技

术赋能实施课程思政评价遥

渊二冤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依据

以课程与教学论为理论依据袁对标一流课程野两

性一度冶要求袁在课程目标尧内容尧活动和评价中全方

位融入课程思政袁 推进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深度融

合袁促进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遥 同时袁融合

野智能+冶赋能理念袁利用多种信息化教学资源和工具袁

开展线上教学尧线下教学尧混合式教学尧社会实践教

学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等袁创新课程思政实施模式遥

渊三冤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框架

智能时代开展课程思政设计袁要将野智能+冶思维

作为一种赋能要素袁为系统化重构课程思政设计提供

有力支持遥本研究构建出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理

论框架袁如图 1所示遥

图 1 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框架

1. 课程思政目标设计

课程目标是整个课程编制的逻辑起点袁它规定课

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袁 为课程实施提供基本依据袁是

课程评价的主要准则[20]遥 设计课程思政目标袁应对标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袁遵循野两性一度冶标准确定专业

教学目标袁 在结合专业特点和学生特征的基础上袁确

定思政点并细化思政目标袁实现以野五育并举冶统领专

业教学目标和思政教学目标袁充分体现专业教育与思

政教育有机融合袁 助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

行遥智能时代设计课程思政目标袁应发挥大数据尧人工

智能等技术的赋能作用袁数据驱动及时把握形势发展

态势袁人机协同动态调整课程思政目标袁实现专业教

学和思政育人协同发展遥

2. 课程思政内容设计

课程内容是课程实施的关键袁它影响着课程实施

过程中的教与学活动方式[21]遥 设计课程思政内容袁需

要在课程思政目标的引领下袁在深入分析课程特点和

课程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袁抓住能够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点内容作为思政融入点袁根据野两性一度冶要求重

构课程内容体系袁 同时收集和培育思政育人案例袁促

进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有机统一遥融合智能技术开展

课程思政内容设计袁应依托语义网络尧知识图谱等技

术支持袁 实现数据驱动的课程内容组织与个性化推

送袁深入挖掘融入专业教育的思政内容袁实现人机协

同课程内容重构袁为实现个性化育人提供支持遥

3. 课程思政活动设计

课程活动是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表征袁 是落

地课程内容的重要手段袁 也是达到预期课程目标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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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野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冶课程思政设计

本途径遥 设计课程思政活动袁需聚焦某一主题袁融合智

能技术袁组织个性自学尧小组探究尧群体自组织袁通过政

策学习尧前沿分析尧主题研讨尧调查调研尧实验探究和社

会实践等活动袁打通课内课外育人壁垒袁让学生内化专

业知识袁培养道德情操袁锻炼意志品质袁增强民族自信

心袁 树立社会责任感遥 智能技术赋能课程思政活动实

施袁可依托 VR尧AR和 XR等技术袁虚实融合重塑活动

空间袁为学生提供真实体验环境袁实现社会实践与课堂

教学有机融合曰依托模式识别尧学习分析等技术袁数据

驱动再造活动过程袁为学生实践探究等提供支持遥

4. 课程思政评价设计

课程评价就是对课程进行价值性判断袁它是为了

检验课程是否有效地实现了学校教育目标[22]遥 设计课

程思政评价袁应对标课程思政目标袁从专业教学和思

政育人等方面确定评价内容袁既要注重对学生知识掌

握尧能力提升和思维发展等方面的评价袁又要注重对

学生人生观尧 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等方面的评价曰应

根据课程思政活动袁从评价主体尧评价维度等方面确

定评价形式遥 智能技术赋能课程思政评价袁应对标课

程思政目标袁分析数据收集的维度和类别袁将多维度尧

多模态尧 多形式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挖掘尧清

洗尧处理和分析袁并依托数据画像和可视化等技术直

观展现数据分析结果袁实现对课程教学成效和思政育

人成效的动态评价遥

本研究以教育技术学专业的 野教育技术研究方

法冶课程为例袁依托智能技术赋能课程思政的设计遥该

课程对标一流课程野两性一度冶要求袁从知识尧能力和

素养三方面确定高阶创新专业教学目标袁同时将所确

定的思政点不断细化融入以形成课程思政目标遥在此

基础上袁将疫情转化为教材袁融合多维度尧多形式的思

政育人案例重构课程教学内容袁 依托中国大学

MOOC尧慕课堂等平台袁利用各类前沿资源和实用信

息化工具袁协同中小学实验学校尧教育技术行政部门

和教育信息化相关企业等实践基地袁开展基于项目的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遥 最终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袁多元尧多维度评价课程专业教学成效和思政育

人成效遥 课程思政具体设计如图 2所示遥

五尧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方法

本研究根据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理论袁结合

多年来的一流课程建设实践袁提出智能时代课程思政

设计方法袁主要包括确定课程思政目标尧重构课程思

政内容尧选择课程在线平台尧开发课程思政资源尧开展

课程思政活动和实施课程思政评价等六个步骤袁如图

3所示遥

渊一冤确定课程思政目标

确定课程思政目标有助于课程思政内容的选择

和组织袁同时可作为课程思政实施的依据和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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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野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冶课程思政目标

目标维度 具体描述

价值塑造

淤培养理想信念高远尧道德品质优良尧专业能力过硬尧仁爱之心宽厚的野四有冶好老师曰

于培养具备职业理想和专业素养的教育信息化从业者曰

盂培养具有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的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知识传授

淤了解科学的研究方法及特征曰

于掌握教育技术研究方法体系尧任务和作用曰

盂了解教育技术研究内容曰

榆掌握教育技术领域常用研究方法曰

虞了解教育技术及教育信息化领域研究新进展

能力培养

淤培养学生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尧教育信息化建设和教育技术科学发展需要袁选择课题尧进行研究设计的

能力曰

于培养学生根据研究需求袁通过文献检索尧问卷调查尧实地观察尧实验研究等多种途径收集资料的能力曰

盂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的能力曰

榆培养学生使用专门方法分析教育技术现象和规律的能力

确定专业目标

细化思政目标

遵循野两性一度冶

根据野两性一度冶

专业内容思政内容融合

收集培育思政育人案例

重构教学内容

确定思政点

混合活动

线上活动

虚拟仿真实训平台

在线课程平台

慕课平台

虚拟仿真实验

思政育人成效

专业教学成效

社会实践

线下活动

科研论文

榜样故事

富文本

思政案例

噎噎

微视频

专业目标思政目标融合

确定课程思政目标

智
能
时
代
课
程
思
政
的
设
计

策
略
设
计

评
价
设
计

目
标
设
计

重构课程思政内容

开展课程思政活动选择课程在线平台

窑语义网络窑知识图谱

实施课程思政评价

窑5G网络窑XR技术窑模式识别

窑智能诊断窑数据画像

窑模式识别窑AI伙伴

窑学习分析窑数据画像

开发课程思政资源

窑模式识别窑机器学习

图 3 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方法

评价的准则遥课程思政目标的设计要以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为出发点袁 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基本原

则袁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下袁充分考虑学生身

心发展的需要尧 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袁

有机融合专业教学目标与思政育人目标袁为课程思政

的有效实施提供方向遥以野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冶课程为

例袁该课程依据教育部发布的叶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曳袁结合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袁依

托智能诊断和数据画像等技术明确疫情时期专业教

学需要袁洞察学情需求袁确定课程的思政点为抗疫精

神尧家国情怀尧职业理想尧创新意识和专业素养袁并将

每个思政点的内涵意义具体化袁最终形成课程的思政

目标遥 具体课程思政目标见表 1遥

渊二冤重构课程思政内容

课程思政内容的重构要以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为

基本方向袁同时需要在深入分析课程特点和课程知识

体系的基础上袁抓住能够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内

容作为思政融入点遥 以野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冶课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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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资源名称 教学内容 融入思政点 资源来源

论文

渊1冤叶疫情防控期间野停课不停学冶在线教学方式的特征尧问题与创新曳[23]

渊2冤
[24]

渊3冤
[25]

渊4冤叶疫情时期高校在线教学野湾区模式冶的构建与实施曳[26]
疫情时期

在线教学

抗疫精神

家国情怀

职业理想

创新意识

专业素养

以身作则

自我践行

案例

渊1冤广东省本科高校第一批在线教学优秀案例袁优秀案例 119项

渊2冤广东省本科高校第二批在线教学优秀案例袁优秀案例 310项

渊3冤广东省本科高校第三批在线教学优秀案例渊限额申报冤袁优秀案例 407项

专业素养
履行责任

组织遴选

慕课 中国大学 MOOC平台叶疫情时期在线教学曳慕课

在线开放

课程

抗疫精神

专业素养
以身作则

自我践行
论文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Online Teaching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Object-Content-Develop

(OCD) Model[27]

抗疫精神

创新意识

专业素养

论文
渊1冤叶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研究曳[28]

渊2冤叶教育信息化 2.0时代智慧校园建设与研究新发展曳[29]
智慧校园

智慧课堂

智慧教育

专业素养

创新意识

以身作则

自我践行

案例 职业教育信息化典型应用案例 职业理想
发挥专长

培育指导

微信推文 野同心抗疫袁四门慕课全力助你延期开学课不停浴 冶公告 家国情怀

表 2 课程思政资源建设

例袁 该课程在涵盖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基本原理尧主

要内容和教育技术研究前沿发展的基础上袁利用知识

图谱挖掘专业教学内容与思政育人内容的契合点袁充

分考虑疫情防控时期和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教学需求袁

增设了野疫情防控时期在线教学研究冶和野后疫情时代

教育技术研究冶专题遥 新增专题内容既涵盖了教育技

术研究方法的主要内容与具体应用袁又体现了教育技

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袁 同时彰显课程思政袁

充分体现基础性尧系统性尧适应性尧先进性的有机结

合袁具有野两性一度冶的特点遥

渊三冤选择课程在线平台

智能时代丰富多样的教学平台和工具为创新课

堂教学模式和创建思政育人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遥在

线教学平台主要包括院综合在线学习平台袁如中国大

学 MOOC尧学堂在线等曰专业在线学习平台袁如慕课

网尧人卫慕课等曰思政在线学习平台袁如学习强国等曰

在线虚拟学习平台袁如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

享服务平台等遥学习工具主要包括院在线直播工具袁如

腾讯会议尧钉钉等曰在线互动讨论工具袁如雨课堂尧慕

课堂等曰其他辅助工具袁如问卷星尧XMind等遥 教师应

结合教学需求袁积极选择应用这些平台和工具袁为创

新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平台支持遥

渊四冤开发课程思政资源

课程思政资源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条件袁深入

挖掘课程思政资源是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保障遥教师

要结合课程思政教学需求袁充分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

的课程思政资源袁如榜样故事尧人物传记尧民族文化尧

科技前沿和社会热点等袁 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袁

以保障课程思政教学的顺利开展遥 以野教育技术研究

方法冶课程为例袁课程团队一直以身作则袁践行立德树

人尧铸魂育人袁坚守教师职业道德袁充分发挥教师专业

素养及职业精神袁直击教育技术研究前沿动态袁以英

雄楷模的思政案例尧自身践行的思政案例尧团队研发

的科研案例和团队培育的教学案例丰富课程资源建

设渊见表 2冤遥

在开发课程思政资源的同时袁教师也应充分依托

社会实践基地补充校内课堂教学遥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袁既要用好课堂这个主战场袁也要加强各类实践

基地的应用袁以深化学校和社会的协同育人作用遥 教

师应结合课程思政实施需求袁积极利用育廉馆尧博物

馆尧科技馆尧人文馆和生态园等实践基地袁组织学生参

加各种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遥 以野教育技术研究方

法冶为例袁课程依托中小学实验学校尧教育技术行政部

门和教育信息化相关企业建设课程思政基地遥在课程

实施过程中袁中小学一线教师尧教育技术行政部门管

理人员和教育信息化相关企业代表进课堂现身说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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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疫情防控时期在线教学主要特征

渊三冤后疫情时代在线教学模式创新发展

渊二冤疫情防控时期在线教学研究内容

学生回顾疫情防控时期

所学所闻

自己的所思所感
学生代表分享

归纳特征模式

了解领域前沿动态

学生代表分享收获

小组开展讨论分享观点

教师总结课堂内容

在线讨论袁完成任务

利用平台推送微课发布任务

微课野在线教学理论冶

教师组织学生观看

学生思考问题

助教展示分析在线讨论情况

分享点赞数较多的观点

归纳主要特征

发现主要问题

学生在线观看论文

教师引导学生

学生在线观看
相关材料尧案例尧报告

教师引导学生

主要内容
归纳总结

教师撰写的论文

助教推送一线中小学

思考问题

学生观看资源

掌握开展研究的过程和主要方法

归纳总结

推送论文

阅读材料

掌握方法

阅读论文

归纳特征

发现问题

推送材料

展示分析

共享观点

推送资源袁掌握方法

聚焦前沿袁归纳特征

结合疫情袁答疑解惑

前置预学袁完成任务

点评分析袁共享观点

观看微课袁激趣质疑

图 4 强化课程思政的野疫情防控时期在线教学研究冶教学活动流程

关注前沿袁归纳总结

回顾疫情袁交流观点

小组讨论袁分享总结

发布任务

讨论交流

引发思考

观看微课

小组讨论

分享总结

聚焦前沿

分享观点

回顾疫情

归纳特征

疫情防控时期

在线教学研究

职业理想

专业素养
创新精神

家国情怀

专业素养

抗疫精神

拓宽学生视野曰校内学生前往一线中小学尧教育技术

行政部门和教育信息化相关企业实习实践曰 依托 VR

等技术支持的在线教学技能实训平台尧工具等提升学

生能力袁让学生在体验和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袁不断

开拓创新袁从而助力达成思政育人目标遥

渊五冤开展课程思政活动

课程思政活动的开展是实现课程思政目标的重要

途径遥在课程思政活动实施过程中袁要以课程思政目标

为指导袁以课程思政内容为依托袁有机融合智能技术袁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思政活动袁如政策学习尧热点

分析尧经典诵读尧主题研讨尧调查调研尧实验探究和社会

实践等遥以野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冶课程野疫情防控时期在

线教学研究冶专题为例袁教师围绕野疫情防控时期在线

教学主要特征冶野疫情防控时期在线教学研究内容冶和

野后疫情时代在线教学模式创新发展冶 三方面内容袁依

托智能化平台尧 资源与工具开展基于项目的混合式教

学实践袁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学习画像袁个性化推送课

程团队发表的与疫情时期教学教研相关的论文尧 疫情

防控时期征集的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渊包括钟南山院士

团队的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冶在线教学案例冤尧教育

技术研究政策与热点等资源袁配合学生通过观看微课尧

自主感知尧主题研讨尧合作探究等活动袁将课程教学与

思政育人有机结合袁在增强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袁渗透

思政元素遥 活动流程如图 4所示遥

渊六冤实施课程思政评价

课程思政评价是检验课程思政目标是否达成的

有效手段遥 课程思政评价应采用多主体尧多维度和多

形式的多元评价方法遥 以野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冶为例袁

该课程评价既强调学生对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基本

概念与基本理论的掌握袁更注重培养学生教育技术研

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遥该课程除设

置一般的单元测试题外袁还专门设置了提高学生实践

操作能力的项目实践袁依托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综合

评价学生在真实问题情境下使用教育技术研究方法

创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遥该课程的评价面向专业教

学成效和思政育人成效袁由线上慕课成绩尧线下实践

成果尧线下考试成绩尧课堂表现情况和家国情怀尧职业

理想与创新意识水平组成袁具体评价方法见表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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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育人成效渊30%冤

线上慕课

渊20%冤

线下实践

渊30%冤

线下考试

渊40%冤

课堂表现

渊10%冤

家国情怀

渊40%冤

职业理想

渊40%冤

创新意识

渊20%冤

慕课平台

学习成绩

项目实践

评分

期末考试

卷面成绩

课堂表现

渊出勤互动等冤

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及使命感袁勇于利用所学

知识为国家教育信息化

研究贡献力量

能够树立远大理想和

高远志向袁 坚定职业

选择方向

能够使用所学知识创新

一线教师的信息化教学

及研究

专业教学成效渊70%冤

表 3 野教育技术研究方法冶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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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尧结 语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战略举措袁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任务遥 本研究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袁面

向智能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袁直击现有课程思政

建设中存在的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野两张皮冶问题袁以

及课程思政建设价值导向不清晰尧 设计理论不系统尧

设计方法不落地和技术融合不深入等障碍袁明晰课程

思政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功能价值曰以课程与教学论为

指导袁强调野智能+冶赋能思维方式转变袁深化智能技术

赋能教学创新袁 构建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理论袁

提出智能时代课程思政的设计方法遥希望智能时代课

程思政的设计理论与方法能为新时代我国高校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尧实现野三

全育人冶根本诉求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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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relevant docu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ac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this study directly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two skins" betwe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um, and clarifi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um.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empowered by

"intelligence+", highlight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empower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forms the

design the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um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design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um in the intelligent era, including determining

curriculum objectives, reconstructing curriculum contents, selecting curriculum online platforms,

develop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building curriculum bases, carrying out curriculum activities, and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evaluation.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um in the new era,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o build the "San

Quan" Education pattern.

[Keywords] Intelligent Era; Mor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um; Design

Theory; Desig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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