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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理工

科研究生在当前研究生总人数中占比较高，规模较大。理工科研究生是国家未来科技事业发展的人才后

备军，其综合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时代，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面临思想意识困境、理论能力困境和制度困境等问题。从三全育人理念出发，解决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困境，必须加强研究生和育人主体的思想引领意识、优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间的同向同构、

强化理工院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质量理工科研究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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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e educ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and the important mis-
sion of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It is an essential cornerston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a large scale. They are the talent reserv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us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will di-
rectly affect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faces such problems as ideologi-
cal consciousness dilemma, theoretical ability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dilemma.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Three-wide Education”,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consciousness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educational subjects, optimize the alignment 
and structure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
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tal-
ents with both moral and intellectual excellence fo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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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教育是趋向专业化和学术化的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层次中处于顶端地位，肩负着为国家和

社会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使命。学校工作，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2020 年７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

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1]理工科研究生是科研创新和国家科技事业的重要力量，将工科研

究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青年”，是新时代理工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但

也有部分理工科研究生理想信念缺失、政治意识淡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盛行，因此，将“三全育人”

理念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融入到理工科研究生专业知识和科研工作中，是开创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育人新局面的重要途径。 

2. 理工科研究生开展“三全育人”工作的价值导向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从而为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开创新局面[2]。以“三全育人”理念为指引，加强理工科研究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不仅

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满足国家高等教育需求，而且还能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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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展理工科研究生“三全育人”工作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导和价值引领。马克思主义是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思想武器，也是加强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近年来，我们

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已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唯学术成果论”“唯成绩论”的现象在研究生中特别是在

理工科研究生群体中尤为突出。因此，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影响下，外部教育环

境发生急剧变化，研究生的思想意识形态或多或少也受到影响。通过将“三全育人”理念在理工科研究

生教育体系中落细落实、入脑入心，可以提高理工科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专业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方向的思想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2. 开展理工科研究生“三全育人”工作满足国家高等教育需求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对于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坚持立德树人，增强

学生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在“三全育人”视域下开展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

仅在时间序列上贯穿了研究生培养的各个阶段，在育人主体上，汇聚了来自导师、辅导员、思政课教师、

党建等多方力量，而且在思想、心理、职业等各个方面共同发力，这种教育理念的贯彻落实提升了高校

的教育教学质量，为党和国家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教育支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更多

的高素质人才。 

2.3. 做好理工科研究生“三全育人”工作促进学生迈向全面发展 

“三全育人”突出的是“全”，重点在育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工科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教育

欠缺的问题。理工科研究生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推动者和社会产业发展的引领者，在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

同时，还需要匹配之以高水平的德智与思想。人文科学中的形象思维将给予理工科研究生灵感顿悟，提

高理工科研究生在想象力、审美发现、美感体验和艺术创造等方面的能力，这对于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

的全面提升具有重要意义[2]。“实施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策略是新时代构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五育并举”教育体系的核心，它对于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整体化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3. “三全育人”视域下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理工科研究生具有独特的群体特点。理工科研究生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实验室

或课题组中，进行实验、项目申请、专利完成和论文写作等活动，集体归属感较弱，接触思想政治教育

的时间较少，缺少人文社科活动的熏陶。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理工科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普

遍面临着研究生与育人主体的思想意识困境、导师和辅导员的理论能力困境、院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

制度困境。 

3.1. 理工科研究生与育人主体的思想意识困境 

理工科研究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检测的验收者。然而在对理工科研究生

实施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却面临着庞大的思想意识难题。首先从教育客体而言，大部分理工科

研究生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在专业知识学习、实验室、以及课题组，他们的学习基本上都是在与算法、数

据、模型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打交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种内涵式、思想性、价值性的

知识，往往不以为然，甚至忽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同感较低，从思想上到

行为上由内而外的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抵触心理，导致开展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较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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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从育人主体来看，理工科研究生的育人主体涉及导师、辅导员、以及理工科任课老师，而在这三

大育人主体之中，导师和辅导员的育人主体地位却略为逊色。理工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专业知识，理工

科任课教师基本上都是以专业知识的输出为主，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责任，因此

自顾自地划分了授课界限，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缺乏认识；同样，辅导员侧重学生日

常管理和行政工作，秉持“不出乱子”为目的，只顾管理不顾育人，没有达到全员育人的要求。 

3.2. 理工科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的理论能力困境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负责人，在日常生活学习当中，与其他育人主体相比，二者的接触时间

更为频繁密切。工科类研究生导师在工科类研究生“三全育人”工作中扮演着基层执行者角色，该角色

至关重要[3]。“三全育人”理念对研究生导师培养特别是理工科研究生导师提出了才育与德育并重的培

养要求，但是大部分理工科研究生导师只能实现才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而在德育方面发力不足，忽视了

对研究生的思想价值引领和塑造。究其原因在于，理工科研究生导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还难以适

应或者达到“三全育人”提出的目标和要求。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属于隐性教育，其教育效果的呈现需

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在研究生身上体现出来，对于理工科研究生导师来说，这种教育成效远不如发明

专利、研究专业课题、和发表专业论文实在。其次，理工科研究生导师出身工科背景，自身对于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知识的熟悉和掌握不够，理论输入直接，德育知识消化不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不熟悉、未能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又因为文、理科导师思维逻辑的差异性，理工科研

究生导师难以将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与理工科专业结合，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同向

同行同构衔接不畅通。因此，教育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全员育人的大背景下，每个教育管理服务工作

者都承担着育德的任务[4]。如何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理工科专业课程相结合，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必

修章节或内容来充实自己的专业课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3. 理工科院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困境 

学校是实施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规划者。基于研究生群体较于成熟的心理特点，部分

学校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理工科而言用处不大，所以对理工科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干预不多，

管理机构和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顶层设计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首先是在学

校领导方面，“三全育人”的党委领导机制构建不完善，虽然也有相应的党委领导机制，但是在真正将

“三全育人”理念落细落实到各个院系中或者是党支部、团支部中，依然还面临着德育理念入脑入耳入

心的挑战；其次，在评价管理体制方面，教育主体的育人效果检验缺乏相应的评价指标，在对理工科研

究生进行年度考核和评奖评优的时候，重学术成果轻思想政治教育，将研究生的培养引向了功利化、自

私化。最后在保障制度方面，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的人员保障不足，导致专业教师身

兼数职，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投入力度不集中；二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的专项经费保障不

到位。突破领导、管理、评价、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困境，是开展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

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重要举措。 

4. “三全育人”视域下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突破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铸魂育人工程，它以潜移默化的理论熏陶和价值涵养引导学生应该做什么

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对于理工科研究生而言，能够让其在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基础上，了解掌握人文社

科知识。针对当下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应该以“三全育人”理念为导向，深化

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构建融通的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完善校、院、系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在“三全育

人”理念中梳理出为“三全育人”实践路径，培养出“五育并举”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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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全员育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对研究生和育人主体的思想引领作用 

教育具有政治属性、战略属性和民生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理工科研究生及其育人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最

大问题就是对党的创新理论认识不深刻，在思想上没有及时领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中没有贯彻落实

党的创新理论。传统教育理念认为，思政课的存在是理论灌输式的洗脑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客体

认同其所宣传的观念主张，从而控制教育客体的内心世界。这一认知错误在理工科学生中格外明显。因

此对于理工科研究生，我们要防止“假、大、空”的理论灌输，针对理工科研究生的专业、研究对象和

兴趣点，在实验室、专业课、选修课以及学术讲座论坛这些场域中，适时切入党的创新理论，引导理工

科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理论武装其头脑，指导其实践。对于育人主体，特别

是导师和辅导员，职责虽有区别，但是在立德树人这目的上，却是高度一致。因此导师与辅导员应该以

党的创新理论为学习基点，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突破责任边界，加强育人方法交流和

效果反馈评估，密切配合协作，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搭建起导师、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三位一体育人机

制，凝聚育人合力，打造出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育人工作

队伍，实现全员育人。 

4.2. 全过程育人：优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间的协同作用 

全过程育人的实质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到教育教学的全时段各环节，贯穿于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

[5]。实现理工科研究生的全过程育人，离不开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同构。“思政课程”是系

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专职老

师进行讲授。但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仅仅窄化在“思政课程”上，理工科专业门类丰富，且

具合乎其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央 16 号文件强调:“高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

负有育人职责。”[6]因此，对于理工科导师和教师而言，加强自身理论修养、提高理论水平、建设课程

思政是提高理工科研究生德育水平的必要路径。首先，导师和专业课教师要紧跟国家时事政策，认真研

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结合理工科专业特色，吸收消化理论知识，扩充人文社科知识储备。其次，理

工科专业中不缺乏丰富的思政元素。在理工科导师和教师储备一定的思政知识和理论水平的前提下，以

立德树人目标为导向，在科学实验、学术研究、专业课程中，老师要充分挖掘理工科专业课程中的思政

元素，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例如，理工科课程中不仅仅是模型搭建和勘测计量，还有工匠精

神、创新精神、科学家精神、国家成就与自豪感等等思政内容，研究生导师和专业课教师可以将其融入

课程教学中，让理工科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感受思政教育的熏陶，从而使得理工科思政

教育通过课程思政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最后，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作用。

“思政课程”并非能够涵盖研究生的所有培养阶段。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只在研究生第一学年的时候

设置了思想政治理论，而第二第三学年却是以专业课为主，“思政课程”的连贯实施也就停止不前，此

时就需要“课程思政”来弥补“思政课程”的缺位，从而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工科研究生的各个

阶段都发挥柔顺剂的作用，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既有扎实专业才能又有人文素养的人才。 

4.3. 全方位育人：强化学校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涉及领导、管理、评价、监督各个方面。于理工科院校而言，“重理轻文”

的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开展应该从学校制度的顶层着手，因此，必须协同整合

各项因素，促使其发挥正向作用。以构建“大思政”格局为出发点，学校作为引领者，从整体角度进行

战略规划，对各个学院和部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同时，定期对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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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进行复盘反馈，建立起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责任体系。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协同管理机制。以党委宣传部和研究生工作部门为核心节点，深入挖掘校内外的育人资源和平台，

打造一个涵盖组织建设、思政教育、创新实践、安全稳定、校园文化等多方面的网格化思政工作体系。

该平台能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打破育人壁垒，构建一个校内外的沟通桥梁、部门间的协作网络以及校、

院、系三级联动的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系。同时，高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全面落实“党委

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全校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7]。
除此之外，对于理工科研究生而言，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渠道和空间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时效的重要

方法。理工科研究生对于传统的思政课堂教学可能比较抵触，基于他们网络原住民身份，高校可以通过

互联网+思政，建立完善高校思政网络平台。最后，学校相关部门在对理工科研究生导师、辅导员、思政

课教师的年度考核评价中，要把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成效这一指标纳入其中。在研究生的评奖

评优过程中，也要加大思想政治教育部分的权重，改变传统的“重学术轻思想政治”的观念与做法。 

5. 结语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的指导下，提升理工科研究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效果，开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这将有助于增强理工科研究生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同感，提高他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而切实提高理工科研究生的人

才培养质量，实现育人育才的统一。广大理工科研究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变化和自己的使命担当，

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感，积极投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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