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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具体工作实际，提出“一领三融四聚”模式的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育路径，以党建为

引领，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打造“一节一平台”思政融入模式，探索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

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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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actical work,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path for culti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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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one leader, three fusions, and four aggre-
gations” model. Guided by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t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creates a “one festival, one platfor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
gration model, and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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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想政治素养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素养，是他们在大学阶段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潜

移默化形成的必要素质，也是推动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重要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在

二十大报告 [1]中寄语新时代青年，“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

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指

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2]。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全方位构建和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

养，是对“培养什么人”这一问题的有力回答。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思想政治素养培育已有相关研究。例如，张维维和金蓉 [3]阐述了“新时代大学

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结构、特征与优化路径”。汤修元 [4]给出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

素养研究”。但已有一些文献中，也出现在考察学生等主体的思想政治状况时，常常将“政治素质”“思

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素养”等概念混用情况。李春山提到“思想侧重从认识论角度阐释，包含个体

对自我、社会和世界的观点和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和，范畴相对广泛” [5]。王子刚说

“政治侧重从实践论角度阐释，包含主体对基本的政治问题、社会政治关系以及政治运行和发展规律的

看法和态度，与政体和国体密切相关” [6]。柳夕浪指出“素质指的是人原本具有的、相对稳定的、综合

性的品质，侧重于静态考察；素养是知识、态度和能力的统合，具有可教、可学、可塑性强的特点，侧

重于动态发展” [7]。 

2. “一领三融四聚”模式的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育 

本文结合具体工作实际，提出“一领三融四聚”模式的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育路径，即是，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育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立德树人；要与课程思政相融合，聚合思政资源；

要与专业育人相融合，聚合专业要素；要与实践育人相融合，聚合第二课堂培养。 

2.1. 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立德树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为引导学生客观真实地看待社会问题、树立科学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

而党建工作则是对思想政治素养的延伸与升华，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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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优势”转化为落实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内在动力。一是突出思政课改革创新，通过党委班子成员、

党支部书记深入课堂一线讲授“开学第一课”，邀请专家、学者作辅导报告，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二是组织开展“青马工程”培训，引导青年团员增强政治素质、提升思想境

界。三是定期组织学生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聘请优秀创业校友，结合各自工作生

活经历和人生感悟，为学生开展专题讲座。通过党建和思政育人相融合，学生真切感受到党的政治优势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强化行动自觉。 

2.2. 与课程思政相融合，聚合思政资源 

基于“课程思政”理论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求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与方式不

断创新，在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持续深化和课程思政普遍推行的大背景下，构建一体化思想政治培育工作

体系，以课内外合力育人为抓手，善用社会大课堂、善用校园其他思政教育资源，构建“大思政课”格

局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才能大力推动协同育人体系建设，使“三全

育人”真正落实到位，进而有效提升学生政治素养。在“大思政课”下，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

育人，不仅能够促进思政教育向纵深开展，而且也能够发挥方方面面作用，形成思政教育强大合力，不

断改革和创新思政教育模式，推动思政教育向纵深开展。 

2.3. 与专业育人相融合，聚合专业要素 

为更好培养全面型人才，高校的专业课程学习要与思想政治素养相融合，构建一体化的思政工作培

育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专业制宜，结合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色定位，发挥专业优势

打造育人机制。在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获“双万计划”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师范专

业认证工作，启动了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改革，大力推进硕士点建设。学院还开设了“数学卓越教师班”

特色班建设，有针对性地培养卓越教师。通过“抓好先锋”带动全体，实施“双带头人”工程，以党员

为核心建立教学团队，将党建融入课程建设。紧密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将思政元素、职业伦理、专业素

养等内容融入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程标准、教学过程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等人才培养全过程，

注重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协同配合，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 

2.4. 与实践育人相融合，聚合第二课堂培养 

第二课堂作为协同育人的重要力量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能够拓宽思想引领广度与深度。主要

指在教学课堂之外的所有具有组织计划性的学生活动，包括主题教育、实习实践调查研究、志愿服务、

社团活动、创新创业实践、学科竞赛以及文艺体育活动等。可以说，第二课堂很多活动是第一课堂的重

要延伸与补充。 
第二课堂能够深化价值养成主动性与内在性。通过第二课堂开展内容丰富多样的活动，学生亲身经

历，主动组织参与其中，进一步深化自身核心价值观养成的主动性与内在性。依托第二课堂，学生不仅

仅获取了智育增长，更能在实践活动中感受到正能量核心价值观。 

3. 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具体培养过程 

3.1. 以党建为引领，创建学习型与创新型专业协会横向党支部 

以专业技能团队为载体，鼓励和动员学生党员参加技能团队工作，将学生党员培养锻炼成五大专业

技能团队骨干，做好传帮带，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国家和省级专业学科竞赛为契机，组织引

导学生党员带头报名参赛，带动其他学生积极参与技能训练和学科竞赛；加大对参赛获奖学生的宣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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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形成引领示范效应。 
例如，从作者所在学院学生参加的学科竞赛来看，自 2020 年建立专业协会横向党支部以来，各类学

科竞赛获奖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2022 年跟 2019 年相比，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省赛

获奖数量增加了 5 项，国家级奖从 2 项增加到了 6 项；“蓝桥杯”程序设计大赛还实现了国家级奖项零

的突破；“泰迪杯”数据挖掘大赛则无论在省级奖项还是国家级奖项中都增长迅速。这些成绩的取得，

都得益于横向党支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带赛、以赛验学、互帮互助”理念，以专业协会活动为载体，

通过横向党支部与专业对接，学生党员发挥示范作用，积极参赛、勤奋学习，带动了更多有兴趣的同学

参赛，加强了学生自身专业技能的培育和党员作用的引领，取得了良好成效。 

3.2. 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构建含有思政目标的课程大纲 

根据数学专业课程特点，从培养严谨态度、崇尚理性精神、提升数学审美、养正人格品行等出发，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充分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根据数学专业课

程特点，从培养严谨态度、崇尚理性精神、提升数学审美、养正人格品行等出发，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充

分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 
例如，以《数学分析》课程第二章第一节“数列极限的概念”教学为例。1) 设定了课程思政目标：

① 通过介绍我国古代数学家的极限思想和成就，以及对微积分的贡献，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

自豪感，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② 通过数列极限精确定义的分析，加深对事物变化过程中量变

到质变、有限到无限的变化规律的认识，加深对特殊到一般、因果辩证关系的理解；③ 通过数学概念的

严谨性和逻辑推理的严密性，树立正确的科学观。2) 收集了思政素材：① 杨辉的“割圆术”；② 《庄

子·天下篇》中的极限思想；③ 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计算；④ “当代神农”袁隆平精益求精的科学精

神。3) 设计了课程思政切入点：① 新课的导入案例；② 教学过程中的论证推理环节。4) 具体实施环节：

① 通过对思政素材的介绍讲解，体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油然而生。② 领略古代数学家的智

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极限思想。③ 体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3.3. 抓好第二课堂培养，打造“一节一平台”思政融入模式 

为拓宽第二课堂助力应用型人才培养，着力打造了“一节一平台”建设，“一节”即为数学文化节、

“一平台”是五大专业技能协会平台。在专业协会第二课堂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开展专业学习、学科

竞赛、项目申报、实践调研、社会服务等活动，通过专业协会活动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实现课上课下的

融会贯通，从而实现育人实效。 
针对数学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注重向第二课堂延拓，结合专业设置实际，在第一课堂外成

立了数学建模、数学竞赛、师范技能、程序与设计、金融数学与统计五个专业协会，开展第二课堂教学

活动。以思政为导向，丰富第二课堂组织形式，提升吸引力，让学生在第二课堂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

受教育、长才干，提升思政育人成效。主要利用专业协会平台和通过博士与教授的学术报告开展第二课

堂活动，加强思政建设。学院推动博士和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每年至少要义务为学生做一次学术报告，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升学风、促进就业。师生党员引领示范带头组织参与，让专业协会第二课

堂成为育人机制的有效补充。近两年来，所在学院抓好第二课堂的培养，取得的教学业绩主要有：1) 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国家二等奖 2 项，广东省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25 项；2) 全国

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获全国二等奖 1 项；3)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预赛，获广东省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7 项、三等奖 16 项；4) “大湾区杯”粤港澳金融数学建模竞赛，获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9
项；5) “正大杯”全国市场调查分析大赛，获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1 项，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6 项、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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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3 项；6) “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获国赛一等奖 1 项；国

赛二等奖 2 项；国赛三等奖 4 项；获广东省一等奖 3 项；广东省二等奖 1 项、广东省三等奖 3 项；7) “蓝

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获广东省一等奖 1 项；获广东省二等奖 6 项、广东省三等奖

15 项；8) 全国金融证券投资大赛，获得团队奖：国家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16 项，个人

奖：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9 项；9) 广东省本科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优秀奖 3 项；10) “田家炳杯”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获全国二等奖 1 项；11) 共有 18 项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得立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级 2 项、校级 14 项。 

4. 结语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点，打造“一领三融四聚”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育新模式，推进以党

建为引领，实施与思政育人、专业育人、实践育人相融合，聚焦立德树人，聚合思政资源、专业要素、

第二课堂培养，形成思想政治素养培育和专业人才培养同频共振、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全面推进“大

思政课”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基金项目 

肇庆学院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课题 (DJXC202219) ，肇庆学院学生事务管理精品项目

(ZQJPPY-202107)，肇庆学院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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