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 323-329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050  

文章引用: 喻梅凌. 基于学生获得感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1): 323-329.  
DOI: 10.12677/ae.2024.141050 

 
 

基于学生获得感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指标研究 

喻梅凌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1日 

 
 

 
摘  要 

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是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学生课程思政获得感出发，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精神，将教师、思政元素、思政实施策略定义为影响学生获

得感的主要因素，构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计算结果的实

际意义，对课程思政教学给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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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is im-
portant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students’ sense of gai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and ac-
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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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stitutions”, defines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students’ sense of gain. It con-
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and 
us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analyz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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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20 年 5 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在教学过程中深挖各类思政教育资源，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工作，发挥好

每门课的育人作用[2]。在《纲要》的指导下，全国各大高校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改革，探讨专

业课程与思政结合的路径、方法，希望达到协同育人、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如火

如荼开展的背景下，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将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持续改进，提高课程思政教学

质量。 

2.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是要将价值观引导寓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2]。因此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与一般课程教学评价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特性。一方面，课

程思政是渗透于专业课程之中的隐性教育，课程思政的作用主要通过课程和课堂教学对学生产生，因此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须立足于课程教学评价。另一方面，课程思政侧重点在课程的价值引领、人格塑造等

方面，也就是在传授学科知识、培养学科技能的同时，课程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方面的增值，因此课程

思政教学评价在评价指标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不同于课程教学评价。基于共性，学者通常从教学目标、

内容、方法、效果等几个方面构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指标体系[3] [4]，考虑到课程思政的特性，在指标

体系的观察点上加入对思政的考察。例如文献[3]从教学质量评价的功能、评价主体和客体方面入手，构

建了以教学管理、教学主体、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为一级指标，含有多个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课程思

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文献[4]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地方本科高校教学评价体系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构建，

以目标定位、课程资源、教学实施、教学效果、教学研究为一级指标并采用专家评价法确定评价指标权

重。 
作者认为目前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与课程教学

评价重叠在一起，思政特色不明显；二是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主要都是从“教师”或“学校”的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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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评价体系，鲜少有研究关注到“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课程思政。课程思政的受体是学生，课程思政

做得好不好应该由学生来评判，因此本文将站在学生的视角上，以学生的获得感为目标来构建聚焦于课

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3. 学生课程思政获得感的定义 

“获得感”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源于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5]，
随后获得感迅速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重要概念。教育部在《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

工作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打一场提高高校思政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切实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获得感”[6]，标志着“获得感”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课程思政本质是专业课承担起思想政

治教育的功能，因此将思政课研究中的获得感概念迁移进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完全可行，目前文献关于课

程思政获得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获得感的内涵以及影响因素方面，根据学生获得感来进行教学评价的研

究较少见到。  
获得感是一种心理认知和体验，反应了人对所获取资源的认同和满足程度。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获得

感体现了学生对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获取和认同情况，也反应了课程思政在学生思想、意识、情感等方面

的影响力。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获得感的生成既来自于专业课教师将思政元素借助专业知识的桥梁传达给

学生的过程，也来自于学生积极能动地获取价值追求并将其内化于心的过程。思政教育的获得感主要体

现在心理层面、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目前研究中，学者将学生获得感的典型表现总结为四个方面：“知

识获得”、“情感获得”、“意志获得”和“行为获得”[7] [8] [9]。“知识获得”是课程思政的起始目

标，课程思政不是要把专业课改造成思政课模式，而是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德育元素，以知识为教学

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专业课学习最基本的获得感来自

对知识的获得，融入思政元素的知识也使学生能站在专业角度、职业角度、甚至家国前途的角度去看待

专业知识。“情感获得”是课程思政的动力目标，是学生在课程思政学习中感受到的各种愉悦体验的总

和，适宜的思政素材能提高学生对专业的兴趣，树立高远的人生理想，有效的教学活动增进师生、生生

之间的感情，学生对思政内容的认同最终转化为情感认同的积极体验；“意志获得”是课程思政的高阶

目标，是学生在知识获得和情感获得的过程中自觉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的动力，学生对所学课程或专业甚

至是学习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从思政案例和素材中汲取榜样的力量，即使遇到困难，也有勇气去深入

思考尝试，学习能动性增强，主动挑战更高阶的学习任务。“行为获得”是课程思政的顶层目标，也是

课程思政“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的表现。学生将思想情感上的获得转化为行为上的转变，自觉地用科

学的思维方式指导实践，能基于专业角度对思想政治元素进行运用。 

4. 基于学生获得感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4.1.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人才培养效果是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首要标准[2]，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原则应该围绕学生思想政治

素养发展这个中心[10]。因此，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和表述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从学生获得感出发构建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很有必要。 
学生在某一门课程中的获得感来自于教授者、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具体到课程思政教学，学生课

程思政的获得感则来自于教师、思政元素和思政实施策略。教师凭借自身对课堂、对学生、对教材的了

解，运用恰当的方式方法将思政内容融入到专业内容开展课堂设计，从而感染学生实现教与学互动，引

导学生主动自觉学习、生成获得感。 
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目标层：学生课程思政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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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准则层：教师个人特质(B1)、思政元素(B2)、思政实施策略(B3)；次准则层 C，包括教师个人特质、

思政元素和思政实施策略的各个表现层次。 
 

 
Figure 1. Structure char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based on students’ sense of gain 
图 1. 基于学生获得感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图 

 
教师个人特质是学生课程思政获得感的最直接来源。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做到自

觉认同、主动作为和言传身教。“传道者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以德立身、以德施教，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努力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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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对待家国和教育事业的情怀(C11)，对待教学工作的态度(C12)以及教学的能

力(C13)都是学生耳濡目染的思政素材。 
思政元素决定了学生课程思政获得感的深度。专业课是思政元素的载体，不同学科专业思政元素侧

重点不同，《纲要》在“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部分中有详细的要求，课程思政元素来

自于对教学内容的深入梳理和创新性理解。挖掘思政元素要以学生的获得感为标准，看是否满足了学生

对生活的新期待新诉求[11]。只有那些进入课程领域与课程知识相关的思政元素才能发挥出专业课程的价

值引领作用。根据文献[11]的研究，符合教学规律的思政元素要满足三个条件：要与课程的性质匹配(C21)，
要契合课程的知识体系(C22)，要满足学生成长需要(C23)。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结合程度、与专业的相

关性、与学生兴趣点的契合程度都决定了学生的获得感的强弱，思政元素要与专业课内容有机融合才能

引起学生的共鸣，从而让学生基于专业角度坚定理想信念，基于专业角度对思政元素进行运用。脱离课

程性质、脱离专业和学生兴趣点的思政元素很容易落入为了思政而思政的误区，造成“贴标签”和“两

张皮”现象，不仅不能起到思政育人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学生的反感。 
思政实施策略是学生产生课程思政获得感的途径。课程思政的目的是以隐性教育的方式，在对学生

进行专业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将课程本身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不着痕迹地传递给学生。教

师巧妙运用适当的教学方式与方法，才能如“春风化雨”“化盐于水”般地实现育人与育才的有机融合。

教师应该结合教学内容，根据学生心理采取不同的思政实施策略，思政元素的传递策略一般可分为下面

五种：知识理论讲授(C31)、故事案例情景式(C32)、讨论辩论互动式(C33)、参观调查实践式(C34)、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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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信息化(C35)。吸引学生、能激发学习主动性的实施策略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接受程度，

增强获得感。 

4.2. 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 

针对以上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模型，为确定指标权重，需要通过专家打分对各准则层指标建

立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判断矩阵中的元素 aij表示准则层的第 i 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对目标层的重要程度

之比。本文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请五位在课程学习中表现优秀的党员同学为准则层和次准则层判断矩

阵赋值，赋值规则见表 1 所示，采用 1~9 赋值法，在表 1 的两个等级之间的中间态采用 2、4、6、8 量化。

为保证专家打分数据的可靠性和数据质量，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首先向学生详细解释调查目的以及每一

项指标的含义，再请学生在认真思考后对各层指标两两对比打分。将五位同学的打分通过几何平均得到

最终的四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Table 1. Pairwise scoring table of the index system in AHP 
表 1. 层次分析法中指标体系成对打分表 

i 比 j 相同 稍强 强 很强 绝对强 

aij 1 3 5 7 9 

 
本文采用在线统计数据分析工具 SPSSAU [12]对数据进行层次分析法的分析，对每一个成对比较矩

阵采用和积法计算其最大特征值、相应的特征向量以及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分析结果见表 2、表

3、表 4、表 5。以表 2 为例解释层次分析法的结果：对二级指标教师个人特质、思政元素、思政实施策

略构建的 3 阶判断矩阵进行层次分析，得到的特征向量为(0.513, 1.096, 1.778)，3 项指标对应的权重值分

别是 15.158%，32.357%，52.485%。结合特征向量可计算出最大特征根 3.030，利用最大特征根得到一致

性指标 CI 值 0.015，通过查表得到 n = 3 的随机一次性指标 RI 值，计算二级指标判断矩阵的一次性比例

CR = CI/RI，通常 CR 值越小说明判断矩阵一致性越好，一般当 CR 值小于 0.1 时，则认为判断矩阵满足

一致性检验，层次分析得到的权重结果有效且具有一致性。由表 2 的分析结果可知，在对学生获得感的

贡献中，教师个人特质占比 15%，思政元素占比 32%，思政实施策略占比 53%，从权重可以看出，与教

师个人特质相比，学生认为课程思政的内容和实施手段对获得感贡献更大，这表明学生希望能从课程中

获得实效。表 3、表 4 和表 5 是三级指标的层次分析结果，每一个判断矩阵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三级

指标的权重结果有效。 
将表 2~5 的分析结果整理后计算出三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直接权重贡献，由此得到课程思政教学评

价指标权重体系，如表 6 所示。从权重数据可知，学生认为在影响课程思政的获得感的因素中，思政元

素符合学生成长需求占比最大，为 19.2%，思政实施策略采用视频动画信息化的方式和参观调查实践的

方式分别占比 16.5%和 16.0%，教师的个人能力占比 10.2%。 
 
Table 2. The AHP results of the criterion layer B 
表 2. 准则层 B 层次分析结果 

二级指标 B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 

教师个人特质 0.513 15.158% 

3.030 0.015 0.520 0.029 通过 思政元素 1.096 32.357% 

思政实施策略 1.778 5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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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HP results of the sub-criterion layer C1 
表 3. 次准则层 C1 层次分析结果 

三级指标 C1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 

情怀 0.301 6.867% 

3.093 0.047 0.520 0.090 通过 态度 1.127 25.735% 

能力 2.951 67.397% 

 
Table 4. The AHP results of the sub-criterion layer C2 
表 4. 次准则层 C2 层次分析结果 

三级指标 C2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 

与课程性质匹配 0.410 10.994% 

3.071 0.035 0.520 0.068 通过 与课程知识体系契合 1.100 29.505% 

符合学生成长需求 2.218 59.501% 

 
Table 5. The AHP results of the sub-criterion layer C3 
表 5. 次准则层 C3 层次分析结果 

三级指标 C3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 

知识理论讲授 0.354 6.054% 

5.346 0.087 1.120 0.077 通过 

故事案例情景式 0.822 14.065% 

讨论辩论互动式 1.048 17.919% 

参观调查实践式 1.782 30.488% 

视频动画信息化 1.840 31.473% 

 
Table 6.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syste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表 6.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权重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A 指标名称 B 权重 指标名称 C 权重 C 占 A 的权重 

学
生
课
程
思
政
获
得
感 

教师个人特质 0.152 

情怀 0.069 0.011 

态度 0.257 0.039 

能力 0.674 0.102 

思政元素 0.323 

与课程性质匹配 0.110 0.036 

与课程知识点契合 0.295 0.095 

符合学生成长 0.595 0.192 

思政实施策略 0.525 

知识理论讲授 0.06 0.032 

故事案例情景式 0.141 0.074 

讨论辩论互动式 0.179 0.094 

参观调查实践式 0.305 0.160 

视频动画信息化 0.315 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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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学生获得感建立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并用层次分析法得到指标体系的权重分

布。从分析结果可知，学生认为在对课程思政获得感有贡献的诸多因素中，符合学生成长需求的思政元

素对获得感贡献最大，其次是信息化和实践式的思政实施策略，教师思政教学能力位列第四。 
本研究得到的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为学校教务系统评价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情况提供依据，另一方面

也能帮助专业课教师改进课程思政教学。课程思政教学怎样才能增强学生的获得感？本研究从学生的视

角给出以下三点建议：1) 学生需要的是符合学生成长需求的课程思政，因此教师要与学生充分交流，了

解学生在心理和思想上的需求，思政元素要贴近社会和学生的思想实际；2) 在教学中要选择学生乐于接

受的话语方式，注重教学创新，紧跟科技发展采用信息化手段，以学生关注的鲜活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自然渗透；3) 教师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育人能力，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

实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提高课程思政的教学和管理能力，采用启发、探究、案例等形式激发学生兴

趣，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究，以保证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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