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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rse ide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idea of curriculum 

comprehensive penetration between German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idea of course ideology in China ,we can find 

that they have similariti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consistency in the choice of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nd commonal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elements.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obstacles such as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synergistic effect to be enhanced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hina's course 

ideology, the idea of curriculum comprehensive infiltration in German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 enlightening effect on 

the perfection of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hina's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infiltration consciousnes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mi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Keywords: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ermany, The ideal of curriculum comprehensive infiltration, Course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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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重中之重。对比分析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

我国课程思政理念的源起、内涵，可以发现二者，在培养目标的确定上具有相似性、在实施途径的选择上具有

一致性、在教学元素的应用上具有共通性。针对我国高校课程思政存在的认识欠缺、协同效应待增强和顶层设

计不完善等现实梗阻，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对完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顶层设计、培养渗透意识、

改善教学方法和挖掘思政资源有着中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德国政治教育；课程综合渗透理念；课程思政. 

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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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程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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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程

中普遍存在专业课与思政课各自为阵的现象，课程思

政意识较为欠缺。相反，并不专门开设“思政课”的

德国在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却始终注重各学科课

程的相互配合、综合渗透，二者在实施路径（各学科

配合与渗透）有相似之处，但西方政治教育培养维护

资产阶级统治的公民，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本质区别。通过对比分

析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我国课程

思政理念的源起、内涵和内在关联，结合当下我国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拓

宽视野，把握课程思政建设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有助

于借鉴德国政治教育有益经验，为我们解决当下课程

思政面临的难题提供参考思路，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2．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我

国课程思政的起源与内涵 

政治教育在德国一直被认为是一项综合工程，学

校政治教育与其他各学科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哲学、

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在一定程度上

都承载了政治教育的功能。纵观德国政治教育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政治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课程综合渗透理念的历史起源也相对较早。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期，威廉二世在1890年召开的

“学校工作会议”的开幕致辞中批评高级中学的语文

教师把教学重点过多放在了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上，而

忽视了对学生品质的塑造，他同时也强调要发挥历史、

地理、民间传说等课程对促进民族性、增强民族意识

的作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20年召开的“国家学

校会议”，通过了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

义的《指导原则》，原则没有明确要求设立专门的国

家学课程，但却明确指出在国家观教育的课程设置上，

不但要发挥历史学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包括地理学、

宗教课、自然学等学科的作用。此外，会议还为公民

学课程的开展制定了一份《决议》，《决议》要求在

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课程中渗透公民意识。在德意志

第三帝国时期，政治教育虽然充斥着畸形的人性观和

极端种族主义思想，但在各门课程的设置中依旧十分

注重政治教育，如在德语教学过程中所学习的文学作

品都是有助于培养对纳粹党的热忱和对元首的献身

和忠诚的作品；在数学教学过程中一些习题演练大多

是引导学生朝向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例如对战场

上弹道轨迹的计算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期，

1950年《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文化部长联席会议

1950.6.15决议》中明确指出：“政治教育对所有的学

科和学校类型而言都是一个课程标准，每一门学科、

每一类学校都应该依据自身特性尽可能对政治教育

做出贡献。”1955年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在《关于政

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也提出：“每一门学科在

不放弃本身特点的情况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

较高水平的贡献。如果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

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加以传授”。

由此可见，虽然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长期处在不断的

演变之中，但在政治教育实施之初就注重各学科课程

的相互配合，尽可能的发挥所有学科课程的思想政治

教育作用。 

我国“课程思政”理念起源于上海思想政治教育(德

育)课程改革对全课程育人的探索，是近年来在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领域出现的热点话题。2005年，

上海先后出台了《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

和《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两

纲教育”)，从整体上开始构建大中小学德育体系。以

“学科德育”为核心的“两纲教育”，将德育的核心内容

具体分化到每一门课程之中，根据各门学科的知识特

点及其所蕴涵的德育资源，逐条修订了中小学各学科

“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编制了学科德育“实施意

见”，为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的所有课程实施学科

德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操作建议。正是基于“学科德

育”的探索经验，上海高等教育界开始探索试点课程

思政，倡导以“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为课程目

标，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

节、各方面，在知识育人的同时实现立德树人。由此

也初步奠定了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2017年6月，教

育部在上海组织召开高校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充分

肯定了上海课程思政实践的探索经验。2017年12月，

教育部又发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

课堂教学改革，统筹推进课程育人。2019年8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则继续强调要“深度

挖掘高校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和中小学语文、历史、地

理、体育、艺术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发挥所有

课程育人功能。”这一改革举措不但响应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使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的号召，同时

也突显了新时代下我国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和

建设决心。 

3．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我

国课程思政的关联 

德国政治教育中的学科课程综合渗透理念的实质

是通过各门学科课程对学生进行隐性的思想政治教

育。而当下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课程思政，

实际上也是一种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相

结合的教学理念。二者在培养目标的确定上具有相似

性、在实施途径的选择上具有一致性、在教学元素的

应用上具有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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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培养目标的相似性 

育人是教学的终极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

育的首要问题。我国课程思政理念无疑是为应对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力增强新时代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效果而提出的，其旨归依旧在于培养国家

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纵观德国政治教育的发展历

程，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尽管德国政治教育在不同

时期因为时代背景的差异性，其教学内容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但是学科课程综合渗透理念始终不变，这种

理念主导下的政治教育目的就是立足不同时期国家

发展建设的需要，培养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国民。因

此，尽管德国政治教育中的学科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

我国课程思政理念的历史发展不一，但二者追求的最

终目标是相似的，都是尽可能的为国家培养人格健全

的、合乎需要的国民。 

3.2. 实施途径的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价值属性需要在合理、有效的

实施路径中得以体现。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

透理念贯穿于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门学

科，有助于各门课程相互配合，发挥其隐性思想政治

教育功效。而当前我国的课程思政实际上就是将专业

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结合的一种教学理念，相较于传

统显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隐

性的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各门学科课程当中，致力

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不难发现，德国政治教育中的学科课程综合渗

透理念与我国课程思政理念在实施途径的选择上具

有相似性，都是隐性地在各门类学科课程教学中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 

3.3. 教学元素的共通性 

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有效发挥课程的作用。德国

政治教育中的学科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我国课程思

政理念在本质上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育人效果

的实现需要育人目标与现实的人的需求之间达成平

衡、和谐的关系。因此“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

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尤为重要。而德

国政治教育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对各门课程所蕴涵

的政治教育资源的挖掘与利用经验，可以为我国课程

思政的实施提供参考。例如，其“在历史课程中为帮

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学校经常会组织学

生参观第二次世界大战遗址或纪念物”。除此之外，

其通过学生社团、游学访问等形式的课程活动挖掘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做法，对我们丰富课程思政的形式

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4．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对我

国课程思政的启示 

对比德国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我国

课程思政理念的源起、内涵和内在关联，可以发现德

国在政治教育中实施学科课程综合渗透的一些做法

统揽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所必备的四大要素”，对

当下我国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4.1. 教育环体层面完善顶层设计 

德国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课程中渗透公民

意识同时为公民学课程的开展制定了一份《决议》，

可见德国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课程中渗透公

民意识的同时也注重顶层设计。反观我国的《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虽

然指出要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

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却

依旧较为抽象，缺少各个环节的具体规划。因此，我

们应注重推进高校教学改革，完善具体的教学大纲和

人才培养方案，在编制教学大纲和人才方案时就结合

各学科特征提供可参考的课程“育人资源”，从而使各

门课程在实施的过程中同向同行，形成思政合力。 

4.2. 教育主体层面培养渗透意识 

德国在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始终强调对各门学

科的课程进行政治教育的渗透，而目前在我国高校中，

如何在各门课程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还未得到

教师的广泛关注。除了一些文科课程的任课老师会偶

尔渗透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外，大多数的专业课

程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思想渗透的内容。虽然这

与我国传统的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为主的育人模

式有关，很难在短时期内扭转过来。但是我们可以借

鉴借鉴德国的做法，培养教育主体即教师的渗透意识，

加强隐性渗透教育方法的应用。使学生在各科的学习

中都能接触到思想政治教育，进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 

4.3. 教育介体层面改善教学方法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的老师基本是按照

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材内容为学生讲述专业知识，很

少和思政理论相结合，学生也只是觉得学会专业知识

即可，专业课程学习和思政理论学习毫不相关。这一

教学方法显然需要进行一定的变革。正如德国政治教

育所强调的，“每一门学科在不放弃本身特点的情况

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较高水平的贡献。”在

以后的教学中，应加大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政理论教育

相结合，让学生一方面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培养

“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

文化素养”。改变以往的单一传授专业知识的教学方

法，结合各门学科课程的具体特征，做到专业知识和

思政理论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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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育客体层面深挖思政资源 

充分挖掘课程教学中的思政资源是对受教育者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能够使受教育者切身感

知，变被动灌输为主动接受，提高育人效果。德国在

历史课程教学中注重对遗址和纪念物等思政元素的

挖掘，在数学课程教学中不忘从习题中融入思政元素，

可见其在各门课程的教学中十分重视挖掘思政资源

以达到对受教育者的“润物无声”。我们可以效仿德

国的做法，在课程教学中注重从学科的各个方面全方

位地挖掘育人元素。如在习题中融入思政元素，将考

试题目与相关传统文化、时事政治等内容相结合，将

其变为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衍生环节，加深学

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对政治知识的认知，引导学生

热爱传统文化，关注时事政治，从而厚植学生们的爱

国主义情怀，实现“润物无声”。 

5．结论 

总而言之，课程思政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课

程思政建设有力，立德树人效果才会更加突出。德国

政治教育中的课程综合渗透理念与我国课程思政理

念在内涵、培养目标、实施途径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

似之处。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探索，德国在“课程思

政”方面已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新时代下，我们

应当继续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一般规律，在改革创新

的同时借鉴他国的优秀经验成果，以期解决我们当下

课程思政所面临难题，从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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