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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随着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提升，社会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适应社会变迁、职业技能提升、思想道德建设等发展需求，本文从实际出发，探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中课程思政建设

价值观引领实施路径，为实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提供理论支撑。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

构建了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新的教育模式和方法。结果：思政元素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中具有全方位的教育功能，旨在传播正确价

值观，提升成人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力，同时，师资队伍建设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结论：通过课程融合、

教学方法创新、数字赋能和师资队伍建设等策略，可形成“评价 -反馈 -改进”的闭环管理，持续优化课程思政建设，同时价值

观引领需贯穿课程设计、实施与评价全过程，以达到最终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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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an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societ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s. To adapt to social changes,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skil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this 

article, based on reality,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Methods：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and 

new educational models and methods were proposed. Resul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have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iming at spreading correct values and improving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moral judgment of adult students.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onclusion: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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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es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teacher team building, a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evaluation-feedback-improvement” can be formed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the same time, value guidance should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rs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Key words】Adult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Values lead; Implementation path

1 前言

随着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普及提升，为适应社会变迁、职业技能提升、

思想道德建设等发展需求，社会对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作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着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引领价值观的关键使命。

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信息技术革命的

巨大冲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需要以更高的适

应性和前瞻性来设计和实施思政建设活动，确保其

科学性与有效性 [1]。在此过程中，价值观的引领作

用不容忽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贯穿于公民生涯的每

个阶段，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成年后阶段的重要

环节，其课程思政建设势必需要与国家发展的步伐

同频共振 [2-5]。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中的

价值观引领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其不仅在促进个

体全面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同时对于推动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以及构建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影响。面对新时代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带

来的环境变化和挑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

难以完全匹配当前的需求，迫切需要探究更符合成

人学习特点的教育方法和实践策略，为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理论价值上，由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面向的主

体群体在学习特征上具有更加多元化和先进经验的

特点，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对思政教育的内涵，特

别是价值观的内涵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探讨，把

握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1]。

在实践价值上，成人教育工作者通过深化对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的研究，可以有效

提升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让教育更加

切合在职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和背景 [6]。

本文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

取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广泛梳理与

系统评述，构建了基于价值观引领的多维研究框架，

研究了价值观引领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中的具

体实施路径，提出创新的教育模式和实施方法，以

期为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2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思政教育的内涵与价值引领功

能

2.1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特点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知识更

新、技能提升、素质提高需求的加剧，它的灵活性

与多样性得到了彻底的发挥 [6-7]。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的学习形式目前包含了函授、业余、脱产等模式，

针对不同群体，旨在满足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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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生，在工作之余进行学历提升，缓解工学矛盾。

当前，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面临的发展趋势包括数字

化转型和个性化学习路径。数字化转型强调利用信

息技术，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平台和丰富的教育资

源，如慕课（MOOC）等在线课程的引入；个性化

学习路径则强调根据成人学生的学习条件的差异化

需求，精准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规划和支持服务，以

达到最大化教育效果 [8]。

2.2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思政教育的内涵

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的思政建设中，思政

教育的内涵与功能显得尤为重要。思政教育不仅是

价值观的树立，更关键的是通过思想引导和行为规

范的实施，实现对成人学生的全方位教育。成人

学生由于工作经历丰富，见解多样，往往需要更加

精准与系统的价值观引导来整合其多元化的社会经

验和个人观点，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6]。

理论层面上，思政教育的内涵主要指的是关于

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及思想教育等的基

本内容。思政教育不仅仅是要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促进成人学生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力的提高。也

可以通过对成人学生的持续引导和不间断教育，使

个体的价值目标与社会利益相一致。

2.3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

成人学生既需要精通业务知识，也需要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面对网络影响力的持续放大，

思政教育也需要建立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这包括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来创新教学形式与手段，利用这些技术

构建立体化、个性化的教育生态。这样的变革不仅

仅是形式上的创新，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能够

更有效地促使价值观教育与实践环境同步更新，达

成价值观的传递与内化。

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困境与完善策略方面也得

到了学界的关注。研究人员指出，尽管我国已形成

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成人教育研究机构体系，但在

成人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实施方面，特别是课程

思政方面仍然面临多方面的困境和挑战 [4]。这就要

求实施者在进行成人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时，

不仅要充分考虑到当下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更

要重视教育方法技术的创新应用，不断增强课程内

容的吸引力、时效性和实用性。

3 价值观引领的理念与实践

3.1 研究框架构建

本文的研究框架拟从三个核心点出发：课程体

系构建、实践路径及评价效果反馈。在课程体系构

建上，力求能突出核心价值观的融入和理念的传播，

同时满足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设计均能符合成人学

生的学习特点，达到对成人学生价值观的内化和实

践能力培养的目标。

教学实践路径方面，由于成人教学现有模式的

局限性，应通过案例教学等可行的方式完成，让成

人学生在实践中形成对授课内容的价值观认同及道

德判断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也应有所

转变：既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价值观的影响者，可

通过互动式指导和引领式问答来激发成人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

评价效果反馈部分，既考虑学习过程中的积极

参与程度，也考量学习成果的应用能力。评价体系

需要既有定量指标，例如通过测试和项目任务完成

情况来评估，也要有定性评价，如同行评议，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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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成绩评定公式，全过程把握思政教学的实际

效果。

3.2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思政教育的价值观构建

3.2.1 价值观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价值观不仅能塑造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成人学生多

为在职人员，在长期的职场经验中早已形成了各自

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对于思政教育来说是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价值观引领在思政教育中的角色可

以从增强凝聚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及加强道德建

设三方面开展。

首先，价值观引导的实施路径必须保持理论上

的严谨性与实践上的有效性。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能

够增强成人学生的凝聚力，促进形成共同的目标和

认同感。在道德素养方面，教学过程中贯穿强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富强、民主、文明等的教育，

不仅可增强个体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

也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准则 [1]。

其次，思政教育的内容更新必须与时俱进，通

过将社会热点问题，如人工智能等，融入课堂讨论，

再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及创新传播，

可有效地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遗产，使

价值观的培育与当代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这种教学

方法不仅容易引起成人学生的共鸣和反思，更能够

引导成人学生深刻理解当前社会转型期经济文化发

展的新要求、新思路，从而形成积极向上、适应社

会发展的正确价值观。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中的道德教育部分应从理论

及实践两方面实现。一是优化课程设置，开齐开全

思政课程，再在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

通过经典案例研讨，提升道德认知与判断力。

除以上三点内容外，思政教育必须结合多种教

学手段和评价方式，如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等，以

此增强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些教学手

段的创新不仅丰富了课程形式，也有效提高了成人

学生的学习动力。根据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

网络与定期举行的面授教学的优势，逐步构建起跨

时代、跨空间的思政教育新模式。

3.1.2 价值观引领的实施路径

价值观引领的实施路径需要贯穿于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的全过程，这就要求其必须在课程建设过程

中体现出来。首先，课程内容的设计要围绕时代核

心价值观展开，将其融入到课程理论学习的每一个

环节，使课堂不再局限于知识点的灌输，而是成为

价值观教育的摇篮。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专

业知识、历史文化、法制建设等内容相结合，将抽

象的价值观念具体化、情境化，使成人学生能够在

具体情境中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从而加深对价值

观的理解和认同。每节课程应精心挖掘课程思政引

入点，将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

在知识传授中渗透价值观塑造。

成人学生社会经验丰富，思想较为成熟，因此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授课教师需打破传统的单向

讲授模式，增强互动性，面授课时可采用充分调动

学生积极性的教学手段，如小组讨论、分析报告等，

在线教学时可多布置实践性较强的作业。同时，通

过网络教育平台和社会媒体工具，扩大教学资源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延伸课堂教育，使价值观教育能

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教育评价的标准，不能单纯侧重于理论知识的

掌握程度，而要同时涵盖学生在价值观认同和道德

行为上的表现。通过对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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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既能反映教育的实效性，也能促进

成人学生主动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1]。

教学单位应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通过

动态的调整，保持教育活动与时代发展同步，确保

教育不偏离价值引领的目标。

价值观引领的实践路径应根植于成人学习者的

现实需求与发展规律，深度融合教育数字化转型与

终身学习理念，构建多维育人生态。具体实施时，

可通过学情大数据分析绘制成人学习者画像，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课程资源开发。通过持

续的教育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提升思政建设的科

学性及实效性，充分应对新时代带来的教育挑战，

从而达到对成人学生全面价值观引领的目标。

3.2 成人教育课程中的价值引领

3.2.1 课程内容的价值导向

课程作为价值观培育的核心载体，其设计应遵

循“价值引领 - 知识传授 - 能力发展”三位一体的

原则。针对成人学习者认知特点，课程需构建“价

值认知 - 行为转化”的递进式培养体系。课程内容

的价值导向，要能着重反映在知识的现代性、思想

的进步性与技能的实用性上，必须确保与社会主流

价值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多元文化的特点。

价值观的贯彻需融入教学过程的每一个步骤，

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大纲编写、考试命题

到评价体系都应展现该价值取向。通过课程内容的

结构化设计，使知识传授成为价值浸润的过程，尤

其对于医学生来说，唯有将技能提升转化为救死扶

伤的社会责任，方能真正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深度融

合。课程评价则应摒弃单纯的知识掌握程度作为唯

一的评判标准，在多元化成绩构成的基础上，着重

考察成人学生的价值观内化程度及其在实际生活和

工作中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成人教育课程的价值建构需统筹社会需求、个

体发展、文化传承及价值引领的核心维度。以个人

成长作为主线，从实际出发，满足学生职业能力提

升与核心素养培育的双重诉求，在课程实施层面，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知的教学模块及

教学目标，实现价值认知向行为实践的转化。对于

课程而言，还需要建立动态调适机制，持续优化课

程资源供给，既确保教育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

接，又为学习者提供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成

长路径。

3.2.2 课程实施方式与价值传播路径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中的价值引领，可针对

成人学习者自我导向性强、实践经验丰富的特点，

进行合理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实

践，达成对成人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提升。课程方

式与价值传播是价值观引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阶段不仅要考虑成人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需求，

更需关注价值观植入的策略和效果。

课程评价机制及方向也是价值引领的重要方面。

传统的成绩评价方式往往仅关注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程度，而适当的价值导向评价可有效地反映价值观

教育的实效。通过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的方式，教师可以评估成人学生在价值观理解、内

化及其行为表现方面的进步，促进成人学生的全面

发展。均衡性与发展性评价不仅需要注重成人学生

在专业技能领域成果的评价，还要关注其价值观态

度和行为表现，从而推动成人学生实现认知与价值

观的协同进步。

3.2.3 课程评价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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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的思政建设中，课程

评价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导向在

于通过评价机制强化价值观的教育，促进学生内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发

展的双重目标。

首先，针对评价内容的价值维度，成人教育课

程的评价不应仅局限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还

要包括学生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感及其社会责任感

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情况。具体实施时，可通过对

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情况、公民意识与社会责

任感的展现等方面进行评价，以此检验和促进学生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实践。这种评价方

式的设计要紧密结合学生的个体特点及学科特性，

确保评价既有针对性又有普遍性，既体现了成人教

育的个性化需求 [3]，又强调了价值观教育的普遍性

与重要性 [10]。

其次，就评价方法的价值导向性而言，成人教

育课程评价要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通过多元化

的方式来刺激学生学习，不能从一个角度考核。可

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评价的接受度，并促使他们主

动参与到价值观的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积极的

自我驱动力。

评价结果价值导向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引导

学生的学习和行为，进而影响学生的价值观，评价

结果可以指明学生在价值观养成、人格形成方面的

优势与不足，引导学生在后续的学习中有意识地加

强这些领域的学习与实践。

3.2.4 师资队伍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

优秀的教师能够成为课程思政的示范者和引领

者，他们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学成果能够带

动其他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建设，形成良好的教

学氛围和育人环境。这种示范引领作用有助于推动

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发展，提升整体教学质量。鼓

励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促进

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

素。

4 结语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是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在实施过程中课程评价

的价值导向是实现价值观引领的关键。一个全面、

多元化、能够促进价值内化的评价体系，是确保思

政教育取得实效的必要前提。核心价值观与课程设

置的融合，则需紧密结合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以

课程融合与资源整合为支撑，挖掘专业课程中的隐

性思政资源，通过课程内容设计的创新、教学方法

的多样化及评价体系的多维优化，落实价值观教育

的目标，确保课程能够在知识教育的同时，引导成

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同频共振。根据时代发展，还要以教学方法创

新与数字赋能为驱动，以师资队伍建设与质量保障

为根基，形成“评价 - 反馈 - 改进”闭环管理，确

保课程思政建设持续优化，最终实现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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