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2 卷 3 期 聚知刊出版社

智慧教育 JZK publishing

215

基于课程思政背景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优质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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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围绕课程思政背景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设进行探索，针对当前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深刻认

识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价值及其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需求。通过系统分析内容设计原则及资源整合创新策略，提出

了更适应课程思政需求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评价指标。以此为课程思政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

实践参考，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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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recognizes the value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application needs of them in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content, and the 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it proposes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for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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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课程

思政”是一种创新式的教育理念。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始终保持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拓展思想政

治教育渠道，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进其他各类课程中去，

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显性教育与隐

性教育的完美结合，将所有教育主体调动起来发挥集体

的协同作用，把理论与实践、教师与教材、教学内容与

教学目标高度融合，将价值引领寓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当中，最终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完成对

学生的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人格养成、能力建设的“四

位一体”人才培育目标。

与此同时数字化教学资源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

加速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推动教育组织形式和管理模

式的变革创新，以信息化推进教育现代化。教育部《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提出了积极推进“互联网+教

育”，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设研究，不仅关乎教学质量和

教师水平，更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个性化发展密切相关。

1 课程思政背景分析

1.1 思政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当前，思政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

位。首先，伴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急速发展，传统的

思政教育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下的教育发展趋势。其次，

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授

课形式已经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此外，社会对大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思政教育也

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诉求。因此，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

如何更好地开展高校思政教育，成为当前高校教育亟需

解决的问题。

因此，高校必须认清思政教育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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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应对，并且不断提升思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在

面对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需要积极探

索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设。通过充分利用现代化技

术手段，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通过开发、应用数字化教学资源，不断丰富思政教育的

内容，提高课程思政教学的趣味性和实效性。同时，丰

富课程思政类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学习途径，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研究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

设，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高

校应该立足于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创新思

政教育方式和手段，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1.2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重要性

现代教育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数字化教学资源可以帮助学生

更加直观地理解知识点，通过图像、动画等形式将抽象

概念具象化，让学习过程更加生动。其次，数字化教学

资源可以有效地帮助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根据学生的

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使教学更有针对性，达

成因材施教。此外，数字化教学资源还可以为学生提供

更多元化的学习途径，通过视频、音频等形式，丰富学

习方式，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然后，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存在，还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学生可以随

时随地进行学习，不再受限于教室和课堂。最后，数字

化教学资源可以为学校节约人力物力成本，一次制作，

随时更新，长期使用，节约资源的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

率。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当前课程思政背景下的重要性

是不容忽视的，是当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高

校需要加大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设的研究，为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1.3 课程思政背景下的资源需求

在当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思政已

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课程思政的背景

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课程思政要

求教育教学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要注重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因此，基于课程思政

背景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需求也随之产生。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需求呈

现出多样性和个性化。不同学科、不同教学目标所对应

的资源需求有所不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课程

思政的要求，有针对性地选用数字化教学资源，以促进

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也需要个性化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支持，以满足

其不同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特点。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数字化教学资源需求

是多样化、个性化且质量化的。教育教学改革已经将课

程思政作为重要方向。需要更加重视对不同学科、不同

教学目标的个性化资源需求，以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提

升和学生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

2 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

2.1 内容设计原则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设离不开内容设计的精

准把握。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内容设计需要符合思政

课程的特点和要求，才能更好地贴合教学的要求。因此，

内容设计原则成为影响数字化教学资源优质建设的关

键因素之一。

首先，内容设计需要充分考虑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

和宗旨。要确保资源的内容可以有效地传达思政教育的

价值观念。此外，内容设计还要具有针对性，能够满足

学生对于思政课程的认知需求，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对其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与认同。

其次，内容设计也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教学的优势，

在形式与内容上进行创新和拓展。通过多媒体的互动性

等特点，使得内容更加具有吸引力和趣味性，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这种多元化的内容设计可以更好

地满足学生对于信息化教学的期待，提高数字化教学资

源的吸引力和实用性。

然后，在内容设计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文化传承和

实践教育的融合。这一点可以通过挖掘课程思政资源中

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结合当下社会实践案例，形成融

合性的内容设计。通过融合，不仅可以增加资源的文化

内涵与时代价值，还可以使得学生在思政教育中更加贴

近生活，更加立足实践进行学习。

最后，在内容设计中，还需要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

全面性。在数字化教学资源中，信息的准确性是至关重

要的，因为它关系到学生对于思政知识的正确掌握与理

解。而信息的全面性则可以通过整合多方面的资源，包

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使得内容更加立体、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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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多角度的思政教育资源。

2.2 资源整合与创新

在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构建过程中，资源整合与创新

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资源整合是指将各种教学资源进行

有效整合，创新则是指在整合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

以适应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教学需求。

首先,资源整合需要充分考虑课程思政的特点和要

求，结合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对各类教学资源进行梳

理和整合。此外,整合过程中需要注意资源的有效性和

丰富性，确保资源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以满足学生在思

想政治课程学习中的需求。其次,在整合过程中还需要

将各种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加工，使其更符合课程教学

的特点和要求。然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资源进行

数字化处理和优化，以提高资源的可访问性和使用效果。

最后,在整合过程中需要注意资源的版权和合法性，确

保资源的合法获取和使用，保障教学过程的安全和稳定。

除了资源整合外，资源创新也是构建优质数字化教

学资源的重要环节。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和

改造，可以使教学资源更加贴近课程实际教学和学生学

习需求，提高资源的吸引力和实用性。因此,针对课程

思政的特点和要求，可以针对性地对资源进行创新和改

造，使其更具启发性和有效性。例如,可以通过设计交

互式教学环节、制作专题微课等形式，以增加资源的趣

味性和直观性。另外,还可以运用虚拟实验、实景模拟

等技术手段，使资源更具体、更生动，以增强学生的学

习体验和感受。

3 优质资源建设指标探究

在思政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质量建设与评价过

程中，资源在内容设计上应高度融入思政教育的内涵，

同时形式上需具备良好的用户交互性和操作便捷性，故

而评价的指标选取应包括资源内容、适用性、艺术性、

使用效果等多个维度。

首先，针对资源内容维度，重点关注教学资源与思

政课程的内在联系及其教学逻辑结构，同时需考量内容

是否准确，并且能否通过丰富的媒体形式与思政元素相

结合以增强学习者的互动体验。教学资源内容的实际评

分结果反映其高度符合所设定的标准，表明在内容设计

环节已经做到与课程思政的紧密结合。

其次，适用性维度则应聚焦于教学资源的易用性与

启发性，确保资源不仅适宜于思政教学，而且能够培养

学生的综合思考能力，提供深刻的课程思政核心知识点

理解，且具备良好的多平台兼容性，从而实现广泛的应

用范围和展示形式。

再次，针对艺术性维度，则着眼于教学资源的美观

性和吸引力，期望通过界面的设计与多媒体内容的精良

制作，达到美观大方且符合课程思政风格的效果。此外，

良好的声音效果也被认为是增强课堂教学吸引力的重

要因素。

最后是使用效果维度，聚焦于教学资源在实践中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实际影响。评价内容涵盖了资源是否能

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是否能有效激

发学生的思维活动，以及是否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和知识体系构建。

表 1 “数字化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制作”课程评价指标建设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指标目的

资源内容

资源内容与课程思政紧密融合 高度相关

内容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结构良好

表述准确，无科学性错误 专业准确

媒体表现形式丰富，与思政元素结合 多样互动

适用性

操作便捷，便于课程思政教学使用 用户友好

启发性强，能培养学生综合思考能力 开拓思维

有助于理解与掌握课程思政核心知

识点
强化理解

资源可兼容性强，易于多平台展示 兼容性强

艺术性

界面整洁美观，符合课程思政风格 兴趣提升

多媒体制作精良，增强教学吸引力 寓教于乐

声音清晰流畅，适宜课堂教学 耳濡目染

使用效果

显著提升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力提升

有效引发学生思维活动，主体性强 主动学习

充分补充学生想象力，有助于知识体
系构建

想象丰富

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
热情

激励学习

4 结论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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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模型研究是教育教学领域的重要课题。经过本文的

研究和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优质建设需要充分考虑课

程思政的特点和要求。教师在设计和选择数字化教学资

源时，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标融入其中，确

保资源内容符合思政课程的核心理念和学生的思想政

治需求。

其次，教学资源的建立需要综合考虑资源的内容质

量、技术性能和教学效果。在构建过程中，应当充分考

虑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思政属性，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和

标准，确保评价体系能够全面反映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

实际作用和效果。

最后，教师在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时，需要结合课

程思政的实际教学情境，合理灵活地运用资源，实现优

质教育教学的目标和效果。数字化教学资源只有在结合

思政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只有充分重视思政教育的特殊性，合理建构和

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思政教育的宗

旨和目标，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和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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