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7：《中国商贸文化基础》课程思政元素分析报告 

商贸物流专业群《中国商贸文化基础》 

课程思政元素分析报告 

《中国商贸文化基础》课程是商贸物流专业群基础课，基于学

生的语言基础和专业学习需要，专业群开设该课程作为基础课，通

过学习优秀的商贸文化和文学作品，提高国语水平，特别是少数民

族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通过学习分析作品的精神内涵，提高商贾

文化理解能力，获取情感交往能力和审美能力，使中国商贸文化中

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帮助学生树立“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价值

观，培养学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观和“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公民观，同时掌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

学习方法论，能在思考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提升文化素养，增

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同时为物流管理、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等

专业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2021年 3月 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指

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

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

家统编教材。”《中国商贸文化基础》通过学习中华传统和当代优

秀文化作品，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国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提高文化认

同感。课程通过学习商贾历史文化为载体，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教高〔2020〕3 号）中指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



要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商贸物流专业群通过学

习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重大战

略部署、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物流法规、网络支付安全等政策法规，

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身边事，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

邦济世、经世济民的价值观，培养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中国商贸文化基础》课程思政内容设计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

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

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

优化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体系课程内容，有意识的加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一、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

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情感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一）通过文化作品感受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理解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坚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通过学习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等国家重大

举措，坚定理论自信，培养爱国情怀； 

（三）通过学习红色经典作品，铭记光辉历史，坚定理想信念； 

（四）学生通过学习鉴赏书法、诗词、名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养文化自信；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把国家、社会、

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

养，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不断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和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一）在经济活动、经贸往来中，能有意识保持良好的个人形

象、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 

（二）能树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观，崇尚诚信致

富、勤劳致富； 

（三）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四）培养“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 

（五）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经济制度、工作时间、工作

习惯差异； 

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

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

求大同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

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 

（一）具有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职业素养和价值观； 

（二）树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三）具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四）能够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制度、工作时间、工

作习惯差异； 

（五）能够欣赏中国书法的结构美、诗词蕴藏的意境美； 

四、深入开展宪法法治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学思践悟习近平全

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深化对法治理念、法治原则、

重要法律概念的认知，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一）培养网络信息安全、守法合规、诚实守信意识； 

（二）能自觉抵制网络支付交易中的违规违法行为； 

（三）具有法治观念，在开展经济合作时懂法用法； 

（四）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物流法规、网络支付安全规

则等法律法规。 

五、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

自觉实践各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增强职业责任感，培养遵

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实守信、公道办事、开拓创新的

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2020年 11月 24 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要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

宣传教育，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

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

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 



（一）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崇高、劳动美丽的观念，尊重劳动

和劳动人民的情感，愿意用劳动去服务社会； 

（二）具有成本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注重可持续发展； 

（三）具有满足客户需求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

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 

（四）能遵守财经行业职业规则和劳动纪律。 

通过《中国商贸文化基础》课程思政元素调研，确定了课程思

政目标。基于“五育并举”课程建设需要，确定课程目标如表 1： 

表 1 《中国商贸文化基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具体内容 

德育目标 1.认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观； 

2.能够按照商业规则和职业规范书写单证； 

3.具有讲规矩、讲原则，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的意识； 

4.培养“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意识； 

5.理解“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6.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7.养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学习方法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8.涵养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 

9.信仰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10.坚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观； 

智育目标 1.认识课堂所给阅读材料中的生字词和商贸专业词汇；  

2.解释课堂中所涉及的商贸基础词汇； 

3.说出课堂中所学生字的笔顺、笔画； 

4.分析课程选读作品中人物性格特点和思想情感； 

5.列举优秀广告文案的特点； 

6.分析商业经营管理的方法、理念； 

7.解释商业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8.描述货币的起源、种类及其演变过程； 



9.列举无接触经济行为； 

10.对比无接触经济与传统交易模式之间的区别； 

11.列举古丝绸之路和中欧班列的区别和联系； 

12.结合自己或家乡的实际情况，说出建党 100年以来社会经济变化。 

体育目标 1.养成锻炼身体习惯； 

2.参与课外体育活动； 

3.具有完成生产生活劳动的身体素质； 

4.培养奋斗精神，团队协作意识，抗挫折能力； 

美育目标 1.会欣赏中华文化作品中的语言美、结构美、意境美； 

2.能够欣赏商贸文化作品中人物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3.具有感知、享受、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 

4.激发人文艺术兴趣和对生活的美好体验，热爱生活； 

劳育目标 1.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崇高、劳动美丽的观念，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

的情感，愿意用劳动去服务社会。 

2.具备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和良好行为习惯； 

3.掌握与专业相关的劳动知识与技能； 

4.具有乐于奉献的劳动精神，积极参加社团和志愿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