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0 月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Oct． 2021
第 42 卷 第 5 期 Journal of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Vol． 42 No． 5

收稿日期: 2021 － 07 － 22
基金项目: 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补齐甘肃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人才短板的机制研究”，编号: 20YB046; 兰州理工大

学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在可持续脱贫中的影响力研究”，编号: GJ2020A － 3。
作者简介: 张军成( 1968—) ，男，甘肃民勤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与路径

张军成，周 竞
(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

摘 要: 科学家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能更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也能进一步增强课程教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还有助于教学亲和力与针对性的提升。科学家精神价

值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融入深度不够及融入实效欠佳等现实困境可以通过明晰教学目标、拓展教学内容、优化

教学方法、深化实践教学等路径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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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Scientist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ANG Jun-cheng，ZHOU Jing
(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Scientist spirit is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grating 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tter cultivate newcom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 can also further enhance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nature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 affinity and pertinence of teaching． Due to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inadequate leading role of the
scientist’s spirit，the insufficient depth of integration and the poor integration effects，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teaching
objectives，expand the teaching content，optimize the teaching methods，and deepe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to promote the ef-
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scientist’s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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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

大力弘扬和践行以“爱国、创新、求实、协同、奉献、育人”为主

要内容的科学家精神，为党和国家培育更多拥有科学家潜质

的青年才干。高校思政课是高校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关键课程，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渠道。培养具备“爱国、创新、求实、协同、奉献、

育人”等科学家精神的高层次人才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义不

容辞的责任，其教育教学目标与科学家精神的价值追求具有

高度契合性，故应大力推动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全过程，加强对广大青年学生的价值引领和政治引

领，确保他们能够成为新时代坚强可靠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一、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要义

科学家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将科学家精神融入高

校思政课教学，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增强

课程教学政治性和思想性，提升教学亲和力与针对性具有重

要价值。
( 一)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精神养料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其内涵就是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高校思政课旨在为党和国家



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帮助青年大

学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与

理解，促使其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担起历史使命。而科学家

精神正是形成于科技工作者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程

中，源于科学家挺身而出的担当意识，也将作用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当中。

科学家精神的融入有助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爱国、创新、求实、协同、奉献、育人”的科学家精神

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高远的历史，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

的战略眼光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这不仅是对几十年

来我国科学家创立的一座座科技丰碑、铸就的独特精神气质

的充分肯定，更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对推进我国科技工作高质量发展，

培育新时代科技人才的殷切期盼。将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学，是推动高校思政课立足新时代更好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现实之需和时代之要。科学家的爱

国奉献精神能够鼓舞青年立志报效祖国，把服务人民群众，

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使命和责任。创新求实精神能

够激励青年学生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使青

年学生既具有丰富学识和扎实理论功底，又有为国家、民族奉

献自我的高尚品格; 既愿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又能勇担时代赋予的责任，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 二) 增强思政课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宝贵资源

政治性和思想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本质，必须从

政治引领和思想引领的高度理解高校思政课教学。科学家

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能够进一步增强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能够教育高校学生自觉

培养政治眼光和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坚定政治方向和

政治立场。

科学家精神的融入有助于更加凸显高校思政课的政治

性。科技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背后都有政治，爱

国精神集中体现了科学家精神的政治性。“科学无国界，科

学家有祖国。”［2］这句话旗帜鲜明地强调了科学家要有强烈

的国家意识，恪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这是对科

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青年大学生作为新时代从事科技工

作和建设科技强国的主要后备力量，只有从政治上看问题，

才能把握全局、看透本质、抓住根本。在思政课教学中突出

科学家的爱国精神教育，能引导大学生将自己的学术追求与

实现国家富强紧密结合起来，饱含热情地投身现代化建设事

业，亦可以教育大学生心怀“国之大者”，培养其政治眼光，提

升政治领悟力和判断力，争做“国之大才”。

创新、求实、奉献等科学家精神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高校

思政课的思想性，强化思想价值引领。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

始终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和立场，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铸魂育人的功能。将科

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能更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思想价值观念，坚定信仰信念，坚持“四为”服务，为一生发

展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帮助他们自觉对鱼龙混杂的思想观

念进行辨析、甄别、过滤、净化，从而有效解决人生道路上的

思想困惑，不断提升自身思辨能力和思想境界。
( 三) 提升教学亲和力与针对性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

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

性。”［3］广大思政课教师应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在提高

课程教学亲和力和针对性方面“花心思”“下苦功”，而科学

家精神背后有着丰富生动的教学资源，对于课程教学亲和力

与针对性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科学家精神的融入有助于建设有温度的思政课，增强亲

和力。科学家精神是我国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在

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历程中孕育出来的伟大精神，每位科

学家的优秀事迹都是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鲜活生动的素材。

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爱国科学

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

来的杰出爱国科学家，从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深厚情怀的科学家，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

人”的民族英雄等，都能激发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共鸣和亲近

感，思政课教师讲好科学家背后的科学家故事，阐释好科学

家精神，能让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有情怀、有感触、有温度，

提升课堂教学的亲和力，增强思政课感染力和吸引力。

科学家精神的融入有助于课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学生，提高针对性。“思政课要增强‘针对性’，既针对课

程教学的内容目标，又针对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作

用，最终形成教学的合力。”［4］推进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恰好可以增强教学目标、内容等方面的

针对性，提升教学合力。如针对我国对德才兼备高层次人才

的迫切需求，科学家精神能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教

育引导大学生学习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确立建设

科技强国的宏愿，练就建功立业的本领，担当民族复兴的大

任; 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立志成为杰出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的

成才目标和愿望，科学家精神能推动思政课教师贴近学生实

际，努力抓好增强针对性的备课要点，把科学家精神的主要

内容有重点地融入课程教学中，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

二、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之困

科学家精神是支撑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砥砺奋进的

强大精神动力，是高校思政课宝贵的教学资源，但在实际融

入过程中，科学家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发挥还不充分，与课

程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及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仍有待深化

改进。
( 一) 价值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弱化科学家精神育人力

度

2019 年 6 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5］，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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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营造

相信科学、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但在一些高校

中，科学家精神对大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尚不明显、不突出，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部分高校在大学生思政课教学目

标的修订中，轻视学生对科学家精神的学习和践行。未能深

刻认知高校思政课关乎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没有用

科学家精神明晰高校思政课教学目标，增强教学的科学性、

时代性和针对性，致使学生难以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真正贯

彻落实科学家精神，也影响了高校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目标达

成。二是部分高校对科学家精神的宣传教育尚不到位，未能

形成校园浓厚的学习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氛围，制约了其对大

学生价值引导作用的发挥。如部分高校在宣传教育上未能

充分利用媒体融合优势将课堂与媒体有效融合，对科学家精

神的宣传教育局限在课堂中，途径太过单一，宣传教育力度

不够，致使部分大学生只闻科学家之名，对其人其事不甚了

解，更谈不上全面了解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现状，掌握科技前

沿动向。
( 二) 融入课程教学内容深度不够降低科学家精神理论

厚度

科学家精神是我国杰出科技工作者意志品质的集中体

现，其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推动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就是要把科学家精神的本真内涵与教学内容有机结

合，实现二者的一体化。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科学家精神

融入教学内容的深度还不够，也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对科学

家精神深刻内涵进行阐释，导致青年大学生对科学家精神缺

少全面系统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部分思政课教

师只注重将科学家故事和先进事迹作为丰富教学内容、吸引

学生兴趣的素材来讲授，却轻视对其背后所蕴含的强大精神

力量的解析，更未能将科学家精神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

与学生自身成长成才有机结合，难以有效引起学生对科学家

精神的价值认同。二是部分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内容的组织

和设计中，未能有机结合高校思政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学

目标，缺乏讲授、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主动意识，在教学环节中

对其设计占比不重视甚至是轻视，严重制约了科学家精神在

教学内容中的融入。
( 三) 课程教学方式方法不当影响科学家精神融入效度

教学方法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

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达成，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方法能有效

推动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但部分教师教学手

段固化、方法单一，制约了科学家精神在教学中的有效融入。

一方面，有的思政课教师仍然采用单一灌输式教学，不善于

甚至是不愿意尝试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课程教学设计单一

刻板，注重讲授，轻视课堂互动，学生被动听的现象突出，被

动接受、消极应付的学习状态明显，造成了学生对教学内容

的兴趣不强、体悟不深、认同感不足。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

发展让课堂教学发生了深刻变革，如“多媒体的使用，是对以

纯文本为主的教材及单纯以语言为主的教师授课的有益补

充，增强了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6］但也对教师教学手

段与方法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部分教师信息化素养

不足，尚不善于运用数字化教学工具优化课堂讲授、启发、讨
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课堂教学和师生交互的有效开展，影

响了科学家精神融入课程教学的效果。

三、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选择

推进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面临着一

系列现实难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可在教学目标设

定中、教学内容优化中、教学方法改进中、实践教学深化中合

理融入科学家精神，力求破除困境，实现科学家精神与高校

思政课教学共赢式融合。
( 一) 以科学家精神的价值追求明晰思政课教学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3］新时代思政课开展教学的首

要任务就是明晰自身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教

学目标，为各项教学活动定基调把方向。推动科学家精神融

入思政课，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就应把培育和弘扬科学家

精神作为重要教学目标之一。

一是要以科学家精神的价值追求使教学目标层次化、系
统化。首先，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把科学家精神中的爱国精神

作为首要教学目标，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积极

向老一辈科学家看齐，为国家为社会尽责任、做贡献。其次，

思政课应当把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作为重要教学

目标，这是将科学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中的

必然选择，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创新创造是当今世界各国提

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动力，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支撑，教育学生像拓荒牛一般，不断开垦新地、开拓创新。最

后，要将科学家精神中的求实、协同、奉献、育人精神作为思

政课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青年学生学会踏实用

工、团结协作、乐于奉献，既做为民服务孺子牛，也当艰苦奋

斗老黄牛，成长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如此，科学家精

神的价值追求便能充分体现在思政课教学目标中，同时也使

得教学目标更加明确。

二是要将培育科学家精神作为教学目标贯彻入课程的

全过程设计中。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课程设计时需紧密结

合科学家精神的价值追求和思政课培养时代新人的教学目

标，并以此为靶向完成课程教学的整体设计。在安排教学重

难点时，多选用科学家典型案例支撑和丰富教学内容，构思

相应的教学策略; 在教学方法选择上，要善于运用能够调动

学生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方法，便于引导大学生积极思考

科学家身上所蕴含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的

可贵精神与品质; 在教学考查中，要注重对大学生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等隐性指标进行评价，如学生对科学家及其事迹

的认知、认同程度等，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 二) 以科学家精神的丰富内涵拓展思政课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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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在不断的科学实践中展现出的独有的精神

气质经由岁月的积淀逐步形成了以爱国、创新、求实、协同、

奉献、育人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科学家精神，其内涵十分丰富

且深刻。要将科学家精神有效融入新时代思政课教学就需

要对科学家精神的内涵进行细化分类及优化组合，进而丰富

拓展思政课教学内容。

一是要注重对科学家精神本真内涵的研究与阐释。“爱

国、创新、求实、协同、奉献、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既是我国科

技工作者长期进行科研实践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进步的结

晶，要结合时代条件联系实际探求其深刻内涵，这是进行深

度融合的关键环节。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为科技

工作者提供不竭力量; 创新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义，

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领先机的制胜法宝; 求实精神体现了

科学家严谨务实的可贵品质; 协同精神展现了科学家合作共

赢的价值理念; 奉献精神表达了科学家宁静致远的高尚人

格; 育人精神诠释了科学家奖掖后学的责任担当，它们相互

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贯穿于科学工作始末。高校思政

课教学应从这六方面充分挖掘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拓

展教学资源，合理设计教学内容，确保学生在课程学习中能

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二是要将科学家精神有侧重地融入思政课各门课程及

章节教学中，要做到结合得“无缝对接”和融入得“有机一

体”。如将科学家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学习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时，可以在“建

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内容中突出科学家的奉献精神，使大

学生能够深刻体会老一辈科学家为民族复兴、为国家强盛做

出的贡献与牺牲，教育学生潜心钻研基础理论，刻苦锤炼本

领，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发光出彩，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奉献国家、奉献社

会、奉献人民，成就灿烂人生。学习“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容时，可以在“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内容中把科学家的爱国、创新、求实等

精神阐释清楚，更充分地让学生感受到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

大科技成果离不开科技工作者们的不懈奋斗，凝聚着科技工

作者们的智慧和心血，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大力进行创新创造

等等。
( 三) 以科学家精神的创新思维优化思政课教学方法

我国科学家在向科学进军的路上，不断探寻真理，坚持

不懈、久久为功，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最终

迎来了中国科技的突破与强大。创新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世界高层次人才所必需的一种精神品

质，理应将其融入思政课教学中，促进教师优化教学方法，给

学生带来更为深刻的学习体验，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性。

一是要改变枯燥的理论讲授法。将科学家精神生动融

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要求思政课教师从提高教学亲和力着手，

摆脱理论满堂灌的教法，要善于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活具

体的中国故事，增强教学内容的感染力和亲和力。“故事是

思想和叙事的结合体，其中叙事是外壳，思想是内核。”［7］要

通过讲好科学家故事，让学生领悟故事之中蕴含的朴实道

理，学习科学家身上珍贵的意志、品质以及始终以国家、人民

利益为重的高尚品格。首先，思政课教师要选取典型科学家

故事，以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为主要素材，突出真实、可信的

特征，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充分考虑学生认知程度，综合筛选

科学家故事。其次，要采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话语表达方式

来讲述科学家故事，拉近故事人物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增强

真切感。要将讲故事与说道理结合，把科学家勤奋努力、踏
实用功的故事讲清楚的同时，也要把科学家为建设祖国事

业、实现民族复兴而奉献自己的热情和理想道明白，不断提

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想境界。

二是要结合学生学习特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手

段。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坚持“学生本位”意识，直面大学

生的实际问题，聚焦大学生的现实诉求，把握大学生的成长

成才规律，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深入研究问题，有效解答学生

困惑; 另一方面，要改变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探索运用启发

式、案例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大胆探索翻转式、混合式、研
讨式、对分式等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其

能够勤于思考、乐于思考。此外，思政课教师还应不断提升

自身信息化素养，利用好网络思政课堂，发挥线上教学的特

点与优势，做到线上线下育人整体推进，协调一致，最大化提

升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育人成效。
( 四) 以科学家精神的求真务实强化思政课实践教学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要增强科学家精神融入思政课

教学的育人效果，就应深化实践教学，用科学家的求真务实

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将个人所学所

知运用到建设科技强国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去。

一是要教育学生求真。“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

悟道理、明 事 理，不 能 满 足 于 碎 片 化 的 信 息、快 餐 化 的 知

识。”［8］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提出的学习要求，也是

青年应有的学习态度。思政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教育广大学

生立足自身志趣，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进行学习，做到不唯上、

不唯书、只唯实。引导学生向优秀科学家学习，结合当前国

际国内实际情况，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认识事物，了解事

物，学会用战略眼光分析事物，敢于从解决实际问题着手，淡

泊名利、潜心研究。

二是要引导学生务实。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曾谈到:

“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种不出水稻，你只有在田里

面才能种出水稻。”不亲身实践，就难以形成对事物具体、透
彻的认知，就无法摸清事物成长及发展规律。高校思政课教

师应动员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当中体悟科学家严

谨踏实的科学态度，鼓励学生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切身感受

中国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社会保障、文化建设、城乡教育

等各个方面的成就。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园实践活

动，如创新创业大赛、辩论赛、宣讲会等等，学生可以通过参

加这类活动来体会科学家们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

的协同精神，兢兢业业的求实精神，并以此激励自己，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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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见闻、提能力。

三是要鼓励学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汲取群众的智慧

和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拥有无穷的智慧。科技

工作者们历来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他们将科学成绩应用于

百姓生活方方面面，极大便利了人民生活。思政课教师要鼓

励青年学生深入基层，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学习人

民群众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奋斗精神，学习人民群众爱党

爱国、忠于祖国的朴素情感，学习人民群众乐观进取、务实求

真的生活智慧，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以自己的学识和才干

为人民服务。

四、结 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爱国、创新、求实、协同、

奉献、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是激励广大青年学生报效祖国、奉
献人民、迎难而上、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其融入高

校思政课教学，对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层次人才意

义重大。我们要通过明晰教学目标、拓展教学内容、优化教

学方法、深化实践教学等方法有效推动科学家精神融入高校

思政课教学，促使大学生勇担使命责任，敢于创新创造，乐于

协同奉献，潜心学习研究，早日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

要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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