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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ance of the Guidelines for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es an important policy basis and guidance direction for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universities.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Outline and the teaching cases of how to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teaching design of Set Concept and Non Set Concept, Conjoint 

Proposition and Disjunctive Proposition  to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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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发布，为高校的“课程思政”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和指导方

向。笔者结合《纲要》的相关内容和在“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联言命题”、“选言命题”的教学

设计中如何“课程思政”的教学案例来思考在“课程思政”中遇到的问题。 

关键词：课程思政   逻辑通识教育    教学案例 

1.前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在其中指出“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

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这为高校“课程

思政”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指导方向。笔者在逻辑

通识教育的教学改革中，积极探索如何把“思政”内容

潜移默化的融入到课程中去。本文将通过三则教学案

例，来展示笔者在逻辑通识教育的教学中对于“课堂思

政”教学的思考和探索。 

2.通识教育、逻辑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 

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中区别于专业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组成部分，是关系着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重要部

分，是一种 “成人教育”。专业教育是为了学生更好的

从事未来的职业而假想他们从事这一范围内的工作所

需要的能力为目的构建的教学活动，有助于学生专业素

养和学科素养的培养。职业教育是提高学生其职业素养

和技能而构建的教学活动。今天的大学生，不仅是明天

的社会劳动力，更是未来社会的主体，职业仅仅是他生

活的一部分。作为人，他除了工作，还需要家庭生活和

社会生活。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超越了功利性和

实用性。因此高等教育是完善人性、全面塑造人的完成

阶段。而在这些方面，正是专业教育所欠缺，我们需要

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品质，把

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使学生置身于人的历

史和整体中去成长。  

通识教育分为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自然

科学与技术素养、美学艺术素养、实践能力素养等五大

模块，逻辑教育是通识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它贯穿于

整个通识教育的全过程。在笔者撰写的教学大纲中，教

学目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概念、

判断和演绎推理进行思考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发现生

活中逻辑错误的能力，使其学会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分析

问题，从而正确解决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从这

里可以看出逻辑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有效的思考、清晰的

表达、恰当的辨别善与恶的能力，这与“课程思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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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是一致的，只是没有这么突出强调。因此在

逻辑同时教育的改革中就需要加入“育人”元素，这是

“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古训的一种践行，是一种自然

的过程，把逻辑通识教育等课程上升为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的、必不可少的育人手段。因此在逻辑

通识教育的教学中，高校教师需要在平时的教学基础上

认真进行教学设计，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手段。 

3.“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一：集合概念 

“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是逻辑通识教育中学生

遇到的第一个难点。教材中对于这两个概念关键性的描

述主要有“一定数量同类事物的个体可以构成一个集合

体，即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反映这种由同类个体事物

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概念就是集合概念”、“第一，

集合体所具有的属性，其构成分子（个体）未必具有，

而分子所具有的属性，其集合体也不必然具有。”“ 第

二，有的语词可以在集合意义下使用（因而具有集合概

念的性质），也可以在一般的分别的意义下使用（因而

具有非集合概念的性质）。”学生在老师讲完这段知识

后，从文字上没有任何难点，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总是没

有办法区别这两者，特别是对集合体的属性难以理解，

笔者就通过举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加入“课程思政”的元

素来引导学生进行认识。 

笔者的教学设计就是结合目前我国的反腐工作进

行构建。自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就被提上了重要的

工作日程，作为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一大批“老虎”

“苍蝇”被绳之以党纪国法，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极大

地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习近平随后十九大报告中对反

腐败斗争也作了重要论述，他严肃指出：“反腐败斗争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

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当然在反腐过程中也遇到了一

些负面问题，比如大量腐败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

份问题。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呢？我结合

“集合概念”来解决。首先我告诉学生们“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党

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属性的规定，尽管中国共产党

是由一个个中国共产党员组成的，但是这一属性并不是

每一个党员必然都具有，在我党的队伍中肯定存在着有

些腐败分子，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集合概念”的逻辑

性质决定的；因此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腐败分子具有

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只是个例，腐败属性和中国

共产党没有关系。同时这也是我党为什么把从严治党作

为中国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要求的

逻辑基础。因为只有 "从严治党"才能让中国共产党适

应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

问题，从严治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全党，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四个自信”，扑下身子深入群众，埋

头苦干真抓实干，真正做到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

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

正，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真正做到人民群众反

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这是党和

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也是符合逻辑规律的。教师在

课堂上通过用“集合概念”的逻辑规律的梳理，一方面

让学生学到逻辑思维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联系实际也帮

助学生增强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做到

了“两个维护”。在《纲要》中指出要“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引导学生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

就要求教师在课程的教学设计中，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掌

握所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结合结合相关理论引导

学生对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认

识。 

4.“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二：联言命题 

在复合命题中“联言命题”并不是难点，学生能够

较为容易的掌握相关知识，但是“联言命题”的逻辑含

义却有助于学生的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理解

这一知识，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实

问题。 

教材中对于“联言命题”的关键描述是“联言命题

是断定事物的若干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命题”。在这里教

学时笔者会联系习近平总书记的构建人类共同体的理

念来引导学生认识“若干种情况同时存在”的描述。习

近平在 2013 年提出“命运共同体”；2015 年分别在亚洲

博鳌论坛和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中提出“构建人类共同

体”；2017 年 1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

平对如何构建人类共同体又做了进一步解释。因此在国

际上有好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在强大后争夺世界话语权

的体现，但是并非如此。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

联言思维中“若干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的

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处

于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时期，但和平与发展仍是

时代的主题。虽然全球的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正

加速推进，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也日益加深，但是，

国际力量更趋平衡，并且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仍不可逆

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非常突

出，全球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问题、

网络安全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等威胁蔓延，当今人类

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这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

球现实依据。而如何建设人类共同体呢？习近平总书记

用五个“要”系统阐述了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

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

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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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而在 2020 年

抗击新冠肺炎中，中国从“一省对一市”的国内防疫策

略到走出国门的“一省对一国”的对外抗疫行动，再次

证明了和谐共存的“人类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国家与

国家虽然制度不同，社会文化不同，但是在这样一个“地

球村”的时代，可以存在竞争，但是早已过了你死我忘

得时代，应该是互惠互利，相互共存。在这里还可以继

续引导学生认识到，不仅国家与国家是如此，我们在现

实生活中处理问题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一颗宽容的心，

求同存异，生活中不是你死我亡对立的现实，而是在可

以在竞争中共同进步的。在《纲要》中指出要“深入挖

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让

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

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教师在

课程的教学设计中，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掌握所学的相关

知识，另一方面还要结合相关理论引导学生对国际问题

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 

5.“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三：选言命题 

教材中对选言命题的关键描述是“选言命题是断定

事物若干种可能情况的命题”。我在教学设计中会充分

的利用贴近学生生活案例来引导学生认识其逻辑含义。

比如，我们的人生是存在着众多选择的机会的，“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当我们感觉在生活中

某一条路走不通时，不一定要撞了南墙才回头，换一种

选择，换一个思路，说不定就走出另一片天地。特别是

针对当前的大学生的情感生活来说，大学生开始谈恋爱

的情况是较多的，但是他们的情感承受能力是比较脆弱

的，时常会出现有的同学因为失恋而抑郁甚至寻死觅活

的案例，我就在这里通过一句调侃性打流行语“天涯何

处无芳草，何必独恋一枝花”来开导学生，人生的选择

何其多，何必为了一个歪瓜裂枣放弃自己人生更多选择

的机会；还有可以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我也会告诉他

们，找工作是一个考验耐心的活，作为一个刚毕业的求

职者在找工作中碰壁和失败是难免的，我们应该在失败

后积极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下一个选择做好充分的准

备，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而这些鸡汤类的许

多人生格言，背后隐藏的正是宣言命题的基本逻辑特性

“若干种可能情况”。学生在掌握这一逻辑特性出现的

逻辑问题就是只知道有两项选言肢的逻辑问题的解决

方法，往往忽略有三个以上选言肢时，如果不能够穷尽

选言肢，还按照两项选言肢选言命题的逻辑规则进行推

理就会出现问题。在《纲要》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把国家、社会、公民

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修养，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不断追求国家的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和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

动。”这就要求教师在课程的教学设计中，一方面要引

导学生掌握所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看待人生问题的方法。 

6.逻辑通识教育中“课程思政”的反思 

在《纲要》中指出“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

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让所有高校、

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

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因此教育部在近期不断发生受过

高等教学的国人辱华事件、高校教师辱华事件的背景

下，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教师应该从自身做起，高度重

视思政教育的建设，积极学习和思考相关理论知识，关

注社会热点，关心学生生活，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

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争取做到以德立

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其次在教学设计中立足培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立足国

际视野、家国情怀、集体精神和创新思维的新时代人才

基本需求，自觉做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

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

任，争取做一个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课程思政”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教学

活动。面对已经有独立思维能力的大学生，高等学校教

师一定要认真思考如何把教学内容和思政教育密切结

合，避免高高在上的说教，要按照《规定》中指出的“深

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

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7.结论 

总之，“课程思政”是教育部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性的解决方案，身为高校教师应该

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积极思考和探索课程改革，提高高

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应该一方面要应该培养什么

人，另一方面要明确如何培养人。加强教育强国的建设，

我们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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