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与醋”：一个关于课程思政机理说法的探讨

所有高校、所有课程、所有教师都必须参与到课程育人和课程思

政改革当中，这是《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在讲到课程思政中的“课程”与“思政”

的关系时，通常将两者比喻成“汤”和“盐”的关系，这是对除思想政治

理论课之外的所有课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育人的形象化类比，应

当是非常贴切的。我在一次线上报告之中也用了这个比喻，意在强调

课程思政重在解决知识传授和思政育人的“两张皮”现象，实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在与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有一位线上朋友提出了这

么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将课程思政中的思政比作“盐”而不是比作

“醋”？不管这个问题是真心想问的问题还是带有某种“调侃”，我当时

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真正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事实

上就可以回答当前关于课程思政的一些认识上的困惑。因时间关系，

我现场的回答是这样的：对于人而言，盐是所有人生存和成长中所必

需的，而醋作为一种佐料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的或时时需要加入的。

因此，用盐比用醋更形象更贴切。今天在此就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的

探索。

1.“盐与汤”的比喻对课程思政而言是小常识体现大道理

过去人们常常用“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来形容寻常

百姓的日常生活，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基本要件对于人的意义，

也说明它们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百度一下“盐”在人们生活中的

作用，可以看到，作为佐料，人们在烹调菜肴中加入食盐可以除掉原



料的一些异味、增加美味，这就是食盐的提鲜作用。宋朝大文学家苏

轼有诗曰“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

来三月食无盐。”吃饭时菜里如果不放点盐，即使山珍海味也如同嚼

蜡。

盐不仅是重要的调味品，也是维持人体正常发育不可缺少的物质。

从盐对于人的生理作用来看，它可以调节人体内水份均衡的分布，维

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参与胃酸的形成，促使消化液的分泌，能增进

食欲；同时，还保证胃蛋白酶作用所必需的酸碱度，维持机体内酸碱

度的平衡，和体液的正常循环。人如果不食盐或盐的摄入量过少，就

会造成体内的含钠量过低，发生食欲不振，四肢无力，晕眩等现象；

严重时还会出现厌食、恶心、呕吐、心率加速，脉搏细弱、肌肉痉挛、

视力模糊、反射减弱等症状。盐固然重要，但是摄入过量的也对人体

有害而无益。大家都熟知的，人体内盐分多了，要求水分也相应地增

加，从而使过多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因此引起高血压及其他多种疾病。

因此强调要科学用盐、适量用盐就是这个道理。

在讲到课程思政时，我们习惯将课程及其承载的知识、方法等等

比作“汤”，将课程本身所隐含的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传递出来的、

随知识传授和课堂讲授所带有的育人元素及其“传道”“解惑”等育人

实践比作“盐”，就是从生活的常识与生活的规律的角度，把作为教师

的两个基本的职业要求“教书”和“育人”的有机结合移植到目前“课程

思政”的认知与改革实践中来，防止在育人的过程中出现只教书不育

人、只注重知识的传递而不注重价值的塑造与引导的倾向。其实我们



过去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也曾提到过“又红又专”的问题；在

今天的人才培养中，立德树人和知识积累好比是“1”和“0”的关系，只

有两者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数字才是有效数字，不可偏颇。少了一些“0”

最多是个庸才，只会影响个体；但是少了“1”，不管后面有多少“0”都

会是歪材甚至是废材，危害的会是群体，甚至是国家和民族。所以，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是事关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的根本问题。在育人的过程中，必须“既要提供汤，也要

提供盐”，这样才会使人健康地成长。

同时，按照前面所提到的无论是从生活的常识还是从科学的道理

上来讲，一是“溶入”的问题、二是适量的问题，谁也不会“一口盐一

口汤”。但是就是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在课程思政中违反“常识”的

情况比比皆是，有融不进去的情况，表现在课程讲授中僵硬的加入自

己所理解的“思政元素”，看似有了“思政”，实则两张皮现象比较明显、

违背了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也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同时，

也有过度加入“育人元素”情况，将专业课程思政化，其实这种做法也

是有害的。专业课就是专业课，推进课程思政不能变更课程的属性，

减少或降低了专业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要求，

实施上也是害了学生。当然还存在到目前为止还是只讲授知识无没有

任何育人的理念与做法。判断专业课程是否融入了“育人元素”，讲授

者可以将自己讲授内容“抽象掉”看看还能剩下“什么”？

2.“盐与醋”的区别对课程思政来说是注重本质而非形式

醋是中国各大菜系中传统的调味品，据记载在我国也有三千多年



的历史了。它本身有良好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具有活血散瘀，开胃消

食化积以及解毒的功效。对于身体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都有

良好的调理作用。因为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有机酸，对于身体内的脂

肪转化，促进消耗以及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所以有利于减肥和降低

血脂的作用。随着其药用和保健功能的开发，人们对于醋的认识和利

用也在不断地开发和拓展。可以这样说，醋也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

的一种佐料和具有多种功能的饮品。但由于醋的特殊味道，与盐相比，

醋是一部分人而非人人都喜欢的、每天必须食用的物品，人们对于醋

的食用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必需的。联系课程思政，为什么将课程思政

中的“思政元素”喻为“盐”，这还得从如何理解课程思政中的“思政”含

义。

在许多专业课教师眼中、耳中的“思政”就是“政治”，专业课教师

几乎没有多少人弄得清我们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到底开的是哪些课

程，许多人仍停留在自己过去当学生期间对思政课的理解，也搞不清

“思政课”、“政治课”、“马列课”、“两课”等区别，反正就是“政治”。

所以，一提起课程思政就有些发怵，感觉有难度。

我认为，千万不要将课程思政中的思政“狭义化”课程思政中强调

的“思政”主要是育人元素，不是我们平常讲的“思政”，只要是对学生

人生成长有积极引导、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理想、正义、道德等

正能量的都应当是属于课程思政的范畴。

专业课育人元素的挖掘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通用的育人元

素，即与本课程、本专业、本学校没有必然联系的联系，但也属于对



于学生有教育意义的因素：比如科学精神、奋斗精神、优秀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卡脖子技术、厉害了我的国等等。二是特色的

育人元素，主要是指与本校历史、学科特色、课程背景有关的因素。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已经对各类课程、各类专业如何

挖掘育人元素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与建议。

个人认为用“盐”要比用“醋”及相近类型的要素作比喻更加贴切

的理由就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使学生有信

仰、有理想；而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信不信的问题。因此，课程思政

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必须坚持立德和树人不

可割裂，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不是针对部分学生而是所有的学生，就是要使“育人

元素”像盐一样随着“课程之汤”为学生提供成长必需的养分；至于采

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和融入什么样的具体素材，则是要根据各个专业

的特点、人才培养规格、课程的属性进行有差异的选择。正像盐是必

选项、醋是选择项一样，推进课程思政是没得选择的，而如何来推进

和融入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验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则是

可以选择的。且不可以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花架子，主力要解决“两

张皮”现象，更好地发挥课程思政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与思政

课程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