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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对于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培养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只有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重视思

想政治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切实保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坚持创新发展，

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内驱力；坚持协调发展，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结构；坚持绿色发展，引领思想政

治教育健康发展；坚持开放发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格局；坚持共享发展，凸显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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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ccupies a core position i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and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college students’ 
correct worldview,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fostering their noble moral qualities and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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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t is a key link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
tablishing moral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at-
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we better prescribe the right medicine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here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imulat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optimise the elemental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a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open development, expand the patter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sharing of the development, highligh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ducat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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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生活环境和学习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需要适应这种新

的变化，同时面临更多的选择和压力。他们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觉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大学

生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产生逆反心理。通过思

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助于增强理论武装，更好了解

我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增强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理论知识的传授，更是价值观的引导，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

学生中的培育和践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2. 坚持创新发展，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内驱力 

2.1. 坚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理论体系

中，应融合治党、治国、治军的多方面实践经验，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将党和国家治

国理政的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通过实践检验理论，不断推动理论的发展。”

[1]其次，要深入研究大学生的多样需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表达方式等。教师要把握时代形势，充分

了解社会热点事件，结合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事件作为教学案例开展针对性教学，并与大学生进行详细

分析，倾听大学生的真实想法。“兰大·青声 talk”活动以同学们关注热度较高的网络文化现象引发同学

们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思，激励同学们在追求个人梦想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

活动既为师生之间交流思想、互动成长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也是一堂形式新颖、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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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松温馨的对话环境中，老师们从身边人、身边事切入，与同学们深入交流，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

式探讨理想信念，充分彰显出理想信念教育的真味、原味、趣味。 

2.2. 坚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极为重要，“是贯通教与学的关键桥梁与紧密纽带，它的恰当使用和本身的鲜

活性有利于彰显思政课的温度”[2]。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大学生的交流方式变得多

样化和个性化，这就意味着教师需要根据时代特征，接受新事物，及时更新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大学生

感兴趣的话题，通过贴近生活的教育，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同时，教师也需要跟上新时代媒体的发展，

善于运用各种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APP，用大学生熟悉的交流方式进行个性化的教育，根据大学生喜欢的

多媒体平台和交流渠道开展全方位、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学模式，以最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方式推送有针

对性的思想政治文章和事件，将大学生的学习意愿化被动为主动，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切实提高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学习效果。例如“红色剧本

杀”沉浸式体验活动以党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为原型，创作《觉醒年代》《长征》《红岩》等红色主题

剧本，融入互动环节和知识问答，确保史实准确性与趣味性兼具。根据剧本内容还原历史场景，如北大

红楼、陈独秀故居等，并配备服装道具，营造沉浸式氛围。学生自愿选择角色，通过台词对话和任务完

成等方式深入体验历史情境。此外，设置知识问答、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互动环节，引导学生思考历

史事件与人物精神。 

2.3. 坚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要充分发挥好网络阵地的作用。大学生是网络环境中活跃的群体，大学生“时时上网、沟通用网、

遇事找网”已成为新时代的显著标志。高校应积极转变教育理念，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快捷性、交互性

等特点，不断丰富教育形式，创新教育载体和方法，“充分利用大学生对网络的高度信任和依赖特性，

大力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领域的建设工作，特别是构建具有权威性的官方教育平台”[3]。在坚

持传统优势和有效做法的前提下，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发挥网络阵地的作用，利用多种形式和手段，

包括微课、慕课、学习强国、学习通和青年大学习等教学媒体形式，构筑与大学生之间的即时交流平台，

传播观点鲜明的正面声音，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师生互动和对大

学生的心灵关怀之中。“构建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双课堂模式，将传统课题理论的灌输与网络自学相结

合，运用自媒体对理论进行生动化阐释，以鲜活的事实及时反驳网络中的不实之言，通过点对点的互动

解决大学生的思想疑虑和困惑，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主流价值观念的内化。”[4] 

3. 坚持协调发展，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结构 

3.1. 坚持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 

优美的校园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环境的规划布局，不仅是培养学生审美

素养的关键因素，更是高校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的物质化呈现。从空间设计到景观营造，校园环境的每

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学校的发展历程与文化脉络，成为学校精神内涵的生动注脚。科学合理的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为大学生构筑起舒适宜人的学习与生活空间，从硬件层面满足大学生的日常需

求，更能够为大学生参与各类文体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从而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能力、拓展

视野，实现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与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道路奠定坚实

基础。蕴含在校园文化中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

品质、心理人格和行为习惯等多个方面，而且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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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有效整合，能够从情感和人格上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和价值塑造。在校园文化的熏陶下，大学生

们会对自己的行为举措、思想观念进行自省，用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抵制

错误思想的腐蚀。 

3.2. 坚持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程相融合，并不是将两者内容进行简单的加和，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

生搬硬套到专业课堂上，可能会使专业课老师焦头烂额，大学生漠视甚至反感，不能起到预期的思想和

价值引领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只是思政课教师的事情，应该由所有教师共同推进。在教师队

伍建设方面，要加强对全体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教育和自觉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感的培养。

加强思政课专业教师与其他专业教师的交流互动，促进师资有效融合。例如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讲解经

典文学作品时，深挖作品所蕴含的价值观与人文精神。深刻剖析《平凡的世界》中展现的坚韧不拔、勤

劳朴实等品质，让大学生在提升文学素养的同时，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专业教育为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载体，思想政治教育为专业教育指明方向，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大学生全面成长。 

3.3. 坚持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协调发展 

思政课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原则是其教学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然而，这一原则绝非理论与事

例的机械拼凑或简单叠加，而是有着更为深刻且复杂的内涵[5]。单纯地将理论与事例进行简单加合，只是

一种浅层次的结合方式。这种做法仅仅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挖掘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真正

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需要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教师应精心筛选具有代表性、

时效性和启发性的事例，这些事例既能够精准地诠释理论要点，又能紧密贴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热点。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巧妙地将这些事例融入教学内容，通过引导学生对事例的深入分析，启发学生思考

理论在现实情境中的具体应用，以及如何运用理论知识来解读和解决现实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课

堂上的思想理论学习与课后的志愿者服务、社会调研活动、专业实习、暑期“三下乡”、“返家乡”等社

会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大学生相对缺乏对社会的了解，而社会的复杂情况，远

不是读几本书，听几场讲座就能够了解的，社会实践则为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的窗口。在社会实践的过

程中，使大学生对社会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认识到自身发展过程中尚且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时改善

和提高，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兰州大学积极探索“大思政”育人模式，将思政教育

课堂从传统的教室空间拓展至田间地头、科研院所、革命遗址、乡村基层以及车间工厂等多元社会场域。

以理论教学为基础，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鲜活实践，深度挖掘甘肃地区丰富的社会资源，创新推出思政课

“大课堂”。通过将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纳入思政教育的素材范畴，以丰富的西北故事为生动

教案，开展行走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亲身感受社会发展的脉搏，在西北大地的勃勃生

机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实现思政教育从理论认知到实践体悟的升华。 

4. 坚持绿色发展，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健康发展 

4.1. 坚持使大学生科学认识绿色环保理念 

绿色环保理念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追求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一理

念要求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培养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性和责任感。新时代大学

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使大学生了解历代领导人思想中的绿色发展因素，推动绿色理念学习常

态化。要重点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学习，要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相关理论

知识的学习热情，将绿色环保理念逐步渗透到头脑之中，并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养成良好的绿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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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加大绿色环保理念与时事政治的融合，使大学生了解当今社会环境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加强大学

生绿色环保意识的培养。 

4.2.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课与绿色理念融合 

完善绿色环保理念的实际应用，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的主体地位。重视思政课程资源开发利用，整

合其中的绿色生态知识，扩充绿色环保理念培育的内容。积极挖掘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生态理

念、原则和研究方法应用到课程学习的各个环节，强化绿色发展、低碳环保等理念，引导大学生树立绿

色价值观。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课与绿色环保理念融合，不仅能够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还能培养

大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从多

方面实现两者的融合。例如在课程内容上，引入环保政策解读、生态破坏案例分析、绿色发展成功经验

分享等内容，让学生通过具体事例了解绿色理念在现实中的应用。在教学方法上，开展以绿色主题的小

组讨论、实地调研校园及周边环境等活动，引导学生运用思政课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的生态环境

问题，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4.3. 坚持营造绿色校园环境 

首先要建设美丽的校园物质环境。学校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绿色优美的校园环境有利于

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高校要注重校园、教室、宿舍等场所的生态化建设，使大学生感受到大

自然的美丽，在无形之中激发大学生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其次要注重校园绿色文化的建设，高

校要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教学理念等举办一些讲座、演讲比赛、成立一些环保社团活动等，加强绿色环

保理念的宣传教育，使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并能付诸实践。通过举办绿色环保主题的讲座、展览、社团活

动等，营造浓厚的绿色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环保行动，如垃圾分类宣传、旧物回收利用等，将

绿色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例如，成立校园环保社团，定期组织志愿者活动，对校园环境进行巡查和维

护，监督校园内的资源浪费现象，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5. 坚持开放发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格局 

5.1. 坚持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阶级实施思想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

政治教育并不是某一些国家专属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时代发展的大势

所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开放不仅要求在经济层面上互联互动，而且要在文

化等方面做到互通有无。虽然中西方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是要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增强国际

交流借鉴，在“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积极“引进来”有益的文明成果，学

习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秀经验和成功案例。密切关注国内外时事热点，及时将国际政治格局变

化、科技创新成果、社会民生问题等融入课堂教学。例如，在讲解国际政治经济相关理论时，引入中美

贸易摩擦这一热点事件，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贸易摩擦

产生的经济根源、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并探讨应对策略。又如，在科技创

新成果方面，以 5G 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例，引导学生思考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国际关系以及个人生活的

影响，从思政角度分析科技伦理、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间的关系，提升学生对现实问题的

关注度与分析能力。 

5.2. 坚持加强教育资源整合 

聚焦校内资源的整合工作，高校可对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科类学院以及其他关联学科的师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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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与教学资源展开深度的优化组合。通过搭建跨学科的教研团队，设立联合研究中心等方式，共同为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革新、学术研究注入新活力。有效突破学科间的固有界限，促进知识的跨界交融，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多维度的学术思路与丰富多样的教学策略。同时着眼于校外教育资源的开拓，

高校应主动出击，与政府机构、企业单位、社区组织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建立起稳固长效的协同育人合作

模式。通过科学规划并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投身志愿服务以及开展实习实训等丰富多元的活动，为

大学生搭建起接触真实社会场景的桥梁，使他们在实践历练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滋

养。切实达成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环境。 

5.3. 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要做到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一方面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

中不忘继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承下来，并且运用现代手段使其传播发展，

摒弃那些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不一致的内容。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坚守自

身的立场和观点，同时积极吸收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益的科学知识，以应对挑战和机遇；批判西方文化

霸权思想、宣扬先进文化精神；批判地吸取有利于改善世界面貌、促进人类文明健康有序发展的积极成

果，毫不动摇地反对并消除那些对人类进步毫无裨益的内容。 

6. 坚持共享发展，凸显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成效 

6.1. 坚持引导大学生充分认识共建共享的价值 

一方面，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只有高水平的共建才能有高质量的共享。另一方面，共享是共建的必

然性归宿，只有高级别的共享才能引领高效率的共建。“共享本身包含着共建，是共建的必然结果。”

[6]通俗来讲，共建是“做蛋糕”，共享是“分蛋糕”，只有做好蛋糕、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做蛋糕

的最终目的就是分蛋糕。只有人人都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才有可能使每

个人都共享到发展的成果。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十分有必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

共建共享的价值，自觉树立共建共享的意识，并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 

6.2. 坚持发展以大学生为中心 

“思想政治教育聚焦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7]树立“以

大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8]，坚持发展为了大学生，要以促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通过合适的话语表达将道理讲好，树立话语引领力，增强话语感染力。”

[9]“大学生的认知架构、情感体验与内在感悟，不仅源自对现实生活的深度观察、切身体验与理性反思，

经复杂的心理加工过程凝练形成思想理念体系，并且思想理念体系反过来对大学生在现实生活场域中的

行为抉择、行动实施等实践活动，发挥着根本性的导向与支配作用。”[10]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大

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把实现和维护大学生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大学生个性化发

展需求，回应大学生思想理论关切，使大学生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3. 坚持发展成果由大学生共享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多种平台和加强教育管理等措施来确保大学生享受到更多思想政治

教育发展成果。需要全方位、全面地关注和关心所有大学生，特别是那些在经济、心理、生理和思想层

面存在问题的大学生，应采取尊重与关怀的态度，通过深入理解其困境，激发其内在动力，实现与之情

感上的共鸣。从而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政治意识、道德品质及文化修养，同时加强其对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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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认同感和自信。坚持将服务全体大学生作为工作核心，持续提升公共服务共建能力与共享水平，

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成果广泛惠及全体大学生。 

7. 结语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是一个动态且长期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以及学生

群体特征的变化，需要不断探索与创新。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教育理念需与时俱进，明确思想政治教

育对塑造价值观与培育人格的重要性。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其个性化需求与思想动态，是提升教育实效

性的关键。只有全方位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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