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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持续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将青年学生培养成国之栋梁，事关党和

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成功实现。本文从用好时代元素、强化生活价值、丰富育

人载体等三个重要维度深入思考了如何在新时代创新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青年打好中国底色，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时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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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rain young students to become pillars 
of the country concerns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success-
ful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spects of making good use of 
the elements of The Times, strengthening the value of life, enriching the carrier of education and 
so on, the author thinks deeply about how to innovate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laying a good Chinese backgrou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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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outh, and cultivating the power of The Times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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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向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

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2]这一论述不仅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了殷切希望，也

为高校持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更好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而当

下的青年学生将是新时代最重要的奋斗者和贡献者。在见证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

贫困问题，在亲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和考验，当代青年学生即将接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接力

棒，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在新时代的第二程赛道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青

年学生的个性特征，始终要把厚植家国情怀作为立德树人的出发点，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拓展思政教育内容，善用最新传播技术，注入时代元素和生活价值，引导青

年学生坚持正确的思想认识，坚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接续奋进。 

2. 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用好时代元素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思政工作的鲜明特征。在不同的时代中，高校思政工作面

临着不同的形势与课题。高校思政教育只有直面时代课题，紧密围绕时代发展主题，挖掘时代现象的内

涵与魅力，与时代、与社会、与人民的生活同频共振，才能提高教育的时效性，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1. 要明晰时代形势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国内外局势作出判断：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青年学生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发

展的主要贡献者和中流砥柱，让他们认清国内外发展形势才能更好更准确地助推中国未来的发展。 
当前，从国际上来看，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西方敌对势力极力对我国开展意识

形态渗透。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部分学生无法科学、正确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法把握正确的

价值方向，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从国内来看，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在过

去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进步，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加速转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理想价值和思想观念等也发生巨变，伴随物质财富的大幅增加，“利益分化”乃至固化现象强化了

“社会分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和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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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审时度势，在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

四五”规划开局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等重大时代背景下，引导学生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全面认识新时代的

社会主义中国，理性看待社会转型之中的复杂之“势”与中国发展大势的关系，科学分析局部与整体的

关系，不被部分社会不良现象带偏价值方向。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实现个人理想与实现民族

伟业相融合，勇当新时代的奋斗者。 

2.2. 要弘扬时代主题 

正确认识当下时代的主题是为国家和民族明确发展方向的关键前提[3]。1984 年，邓小平首次提出：

“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4]党的十四大将“和平”与“发

展”明确为时代主题。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

或“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仍要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题指引下带领人民

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富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以来的世界时代主

题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5]。
实践证明，“和平”与“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主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不

变。在这一基本历史性的判断下，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以经济体制改革

为龙头，致力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大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好新时代的主题，让“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深

入学生，向青年学子描摹和讲述一个更加奋发有为的社会主义中国，引导青年学子正确识别时代发展的

大局和发展方向，鼓励青年学子在新时代新主题下科学、理性看待国内外仍然存在的问题、困难和不稳

定因素，崔进青年学子奋发图强，坚定不移地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2.3. 要善用时代大事 

新时代青年所处的和平盛世相对于革命先辈所处的战争年代，更需要思政教育工作者不断深入用好

当下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挖掘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引导学生通过时代大事更真实、深刻地

认识社会、思考人生，形成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 
自十九大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 4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北京冬奥会等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时代素材。十九大以来

的五年是成就辉煌和意义非凡的五年，党和国家在以上重大历史事件中均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做出

了重要的历史性回顾和总结，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痕迹。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鼓舞人心。回顾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举办，中国向国际奥组委承诺的“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全部

兑现，向全世界讲述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大国。在新冠疫情严峻形势下顺利办好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中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越来

越自信的中华民族和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以上历史性事件具有社会影响力大、舆论关注度高的特点，

对当代青年学生的心理、思想和行为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自然应该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时代元素和中国故事。 
显现于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虽是一次重大危机事件，但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思政教育时代元素。

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中国人民齐心战疫的伟大实践已然成为高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

要场域。高校以丰富多元的思政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从共产党员的身先士卒中感受其“以人民为中心”宗

旨，从医务人员的最美逆行中感受医者仁心和救死扶伤的敬业担当，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战中感受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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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行动中体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国

内外疫情形势及政府作为对比中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两年

多并已成为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高校要坚定不移地做好家国情怀、责任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识、

生命教育、感恩教育等思政教育，也要大力宣扬好中国青年的时代担当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践行。 

3. 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强化生活价值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等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人行为和活动其中的社

会环境。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巨量信息流的泛滥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对冲效应”，极大地动摇了人

们追求“生活意义”的精神和价值基础，降低了人们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认知和分辨的能力[6]。作为

社会大环境中的青年学生，涉世经验少，面对信息时代泥沙俱下的价值选择和网络世界虚实难辨的价值

判断，也会在追求生活价值的道路上自我迷失。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关注学生生活世界中的

需求与困惑，帮助学生正确认知社会，明确自身定位，从而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价值，增强实现自身梦

想和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和信心。 

3.1. 要坚持教育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理论联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之一，思政教育作为宏观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有效桥梁，要始

终践行好教育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 
在正确价值观践行中强化学生的价值认同。在物质财富日渐丰富和人民群众“生活意识”不断增强

的新时代新情况下，思政工作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用价值合理的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实现公平正

义价值的保障。高校思政工作要围绕青年学生的正当权益，对相关政策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价值导向”

问题进行研究，推进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在具体制度和政策上的落实，让学生通过切身感悟来认识到社

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并进而体验、领悟、接受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价值。同时，要对校园生活中出

现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合的现象进行理性批判，及时疏导学生心中的“价值疑惑”，营造信

任和谐的良好校园环境。 
在现实问题解惑中强化学生的思想认同。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说服人、培养人，一定要重视教

育的社会关照性，强化对中国发展现实的价值关切。我们生活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各种社会问

题常常折射到学生的校园日常生活中。高校思政教育要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围绕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

或者思想问题，采用问题链的教育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科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帮助他们

解答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或思想问题，解决所遇到的困惑或困难，帮助他们通过分析社会问题的本身逐渐

解决自己的思想困惑和对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从而让学生体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和对社会变革的说服力，使得学生真信、真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达到教育的真效果。 

3.2. 要彰显平凡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从人间升到天国。……我

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

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7]这充分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平凡人的具体关注和重视，

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2]。人类社会文明的源

源发展来源于人民群众平凡而伟大的力量。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任务指引下，亿万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

撸袖奋斗，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着伟大的力量。在 290 多万驻村干部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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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干部占到了极大数量，其中以黄文秀、张小娟为代表的新时代青年用自己短暂平凡的生命诠释了青春

担当的永恒精神。在脱贫攻坚的接续战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事业上，涌现出了一大

批“新乡贤”“猪状元”，在平凡的事业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习近平表示：“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

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

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8]。 
新时代，我们也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无数最美逆行者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时代痕迹。习近平

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来的平凡中的伟大给予了非常高的赞许：“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在此次战疫中，广大医务人员从无数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冒死请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他们不是天生

的英雄，而是满怀爱国之志和医者仁心的普通人。正如年过八旬的钟南山说：“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

看病的大夫。”这些普通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时刻准备着，在时代的召唤下一往无前，绽放出

闪亮的力量。 
高校要充分用好平凡英雄的典型事迹，大力开展宣传教育。让青年学子认识到，在新时代，党和国

家的事业广阔，只要有志气肯奋斗，普通劳动者也可以大有作为，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展示人生价值。

要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劳动的价值，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劳动精神的高度肯定和大力倡导，要提倡和引

导学生通过诚实劳动和辛勤奋斗来实现理想、改变命运，让青年学生以劳动为傲。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

肩上的重任，理解到“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9]，新时代，国家的和平稳定

需要他们这一代人握好接力棒，继续奋战，保家卫国。 

3.3. 要激发学生的社会主人翁意识 

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启迪他们积极发现和正确认知生活价值，保障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的重要

前提。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思政主课堂、课程思政和党团组织的教育引导是三维一体的思政教育主阵地。

在此基础上，高校要积极调动青年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体意识。大学生的认知水平

和心理成熟度基本都在大学阶段提升完善，具备了“三自”教育的基础。与此同时，大学教育也是青年

人走向社会的最后训练场，提前为学生搭建自我管理教育的平台也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

形式。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尊重和相信学生，引导学生在“三自”教育中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和

思想水平。要优化学生会、学生社团等“三自教育”的平台，鼓励和引导学生创建民主的运行机制和管

理制度，在不违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学生的活动创意和主张，营造宽松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

提升青年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要扩大班级、宿舍、志愿服务团队等学生集体组织中的自我管理岗位，让

更多学生能够参与所在集体的自主建设，成为班级、学院和学校建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以此来激发学

生的认同度和自我价值感，让更多普通的学生感受到自己也是群体中的重要一员，自己也可以为集体做

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实习，多参与和了解社会，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运用

专业知识参与社会主义改造，以此提升学生的社会价值感，让青年学子都怀揣自己是这个新时代的主人

翁的意识和精神，努力彰显自身的价值和力量。 

4. 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丰富育人载体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找准与新时代青年学生思想特点、认知方式相适应的教育方式。在“无网不

在”的信息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充分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借力现代化信息技术，依托“互

联网+思政”模式，善用新媒体网络平台，增强时代感，从抽象理论中生发出具象化、情境化和接地气的

教育样本，努力开展有时代热度和思想深度的教育活动，深入践行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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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要扩宽新时代思政资源供给 

高校思政教育不能仅仅限于文本宣传和故事转述，必须充分挖掘与青少年成长需要贴近的思政教育

素材，发挥多种教育资源的育人能量。与新时代倡导的高校要积极创建产学研一体的良好教学科研氛围

一样，高校思政教育也要积极对接社会需求，将思政教育的资源供给面扩宽到校门外的各行各业，充分

联系和邀请在新时代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现实榜样走进校园、走近学生。让学生更多接触现实社会中

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如高校邀请奥运冠军进校园讲述自己的奥运之路，弘扬奥运精神和

爱国精神，北京冬奥会上一展才华的小将谷爱凌、苏翊鸣都将成为新时代同龄青年学子的新星榜样；比

如邀请时代楷模进校园与青年学生分享自己的奉献经历与时代精神，无数奔走在脱贫攻坚一线挥洒青春

热汗的时代青年亦能成为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亦或是带着学生深入英雄人物和榜样人物的工作环

境，亲身感受和体验先进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高校也要善于利用文艺作品如话剧、短视频、漫

画、公益广告等进校园的方式，创作内含思政内容且符合青年学子审美情趣的优秀作品，做到“配方”

精良、“工艺”精湛、“包装”精致，比如，建党百年庆祝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红歌思政、戏曲思政、话

剧思政、电影思政等形式，耳目一新，让学生在接受美育教育的同时受到伟大建党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洗

礼。 

4.2. 要筑牢新时代网络思政阵地 

新媒体在青年学生中的广泛流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充分的时空便利，其灵活多样的呈现形式不

但富于思政教育更多生动性和可能性，也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与此同时，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最

大的变量也在于互联网，很多新思想、新情况、新问题都是在应网而生，应网而聚，应网而变，因此高

校思政教育必须牢牢守住网络阵地。 
高校思政要善用新媒体的新优势。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b 站等等，文字、图片、音频、

视频，高校思政工作要利用多元新媒体平台和呈现形式主动拓展传播空间、丰富宣传教育内涵；“小马

乐道”“青年之说”等迎合青年群体网络语境的思政专栏既要关注社会大环境也应聚焦青年新生活，定

期推送教育系统改革创新的新资讯和新成果，调动青年学生团结奋进、争先创优的干劲和热情。以共青

团中央的网络思政建设为学习范例，结合当前青年群体网络原住民的特性，依托微博、微信、b 站、网

易云音乐等平台，为青年打造了多元丰富的网络服务空间；高质量的推文、轻松创意的短视频以及各种

符合青年喜好的线上互动项目，“团团”正受到越来越多青年的认可与喜爱。 
高校思政要发挥好青年学生的新媒体创意才能。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成为了信息的“三维主体”

即接受者、创作者和传播者。生而有网的新时代青年学生具备良好的媒体素养，优质网络内容的重要创

作主体，在热门事件的传播、网络思政红人的塑造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思政工作要充分把

握青年学生的这一特点，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新媒体技能多多参与网络思政的活动策划、信息传递、

建议征求等，不断激发青年学生在思政教育中的参与感和成就感，在有所为的过程中让思政教育入脑

入心。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荣光的百年历程，中华民族正昂首阔步迈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1]，要“教育引导青年党员永远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1]。面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征程，高校要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持续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引导当代大学生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培养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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