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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新时代要以精细化的顶层设计为指引，以精
品化的内容结构为依托，以精确化的实施方案为抓手，克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度”不足、“准度”

不高、“力度”不强、“深度”不够、“效度”不达标的现实困境，以期实现“粗放型思想政治教育”

向“精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转变，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提质增效和换档升级提供强劲动

力。 
 
关键词 

精准思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Thinking 

Jingyin Ma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 9th, 2021; accepted: Jun. 30th, 2021; published: Jul. 7th, 2021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rries the sacred mission of n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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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take the top-level design as 
the guide, the high-quality content structure as the basis, and th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plan as 
the grasp, so as to overcome the real dilemma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precise”, “accurate”, “strong”, “deep” and “effective”. In the end, it will 
realize the positive change from “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eci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strong impetu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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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习近平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及要培养精准

思维，精准开展工作，科学阐明了精准思维的内涵与要义，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了行动

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精准思维贯穿到改革发展、脱贫攻坚、治党治

国治军、国际交往的方方面面，凸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理念与风格，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开启，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进程。在精准思维指引下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

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代化的现实所需，亦是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大势所趋。 

2. 优化顶层设计：精准思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之基 

顶层设计关乎定位、关乎方向、关乎道路。精准思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顶层设计应以科学化

育人理念为指引，以精细化目标体系为导向，以精益化实践原则为遵循。 

2.1. 树立科学化的育人理念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对精准思维的贯彻就在于理念构建的科学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一个

中心，即以人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 p. 4)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以人民期许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尺度。精准思维

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应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一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确保方向不偏、靶心

不变。其次，表现为树牢两个“导向”，即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树牢问题导向，才能奔着问题思考，

对标问题整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要聚焦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衍生出的“无根生存”“自我迷

失”与“价值错位”等思想问题，以现实问题指引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定位和再出发。树牢目标导向，才

能焦点不散、靶心不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要锚定目标，坚定前行，克服定位不准、目标不明、

认识不清等情况。再次，表现为遵循三大“规律”，即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以及学生成长

规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的过程，应自觉遵循思想政治工作的

内在尺度，从规律中寻找突破口和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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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构精细化的目标体系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对精准思维的贯彻也在于目标制定的精细化。从需求侧看，精准思维

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目标是满足教育对象自我成长的需求与国家发展的人才需求。“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是充满人文与生命关怀、以生为本的教育”([2], p. 15-17)，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

育对象不断坚定政治立场，淬炼思想品德，锤炼道德品行，纯粹理想信念，并最终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

展的过程。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承载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与服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再则，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与网络媒介的延伸，教育对象的自我需求与国家

发展的人才需求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故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必然要以现实需求为导向，提

升教育内容的自适应性与实效性。从供给侧看，精准思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目标是升

级供给标准与供给能力。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两翼”，两者相互

依存、相互支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给层面的改革创新就在于提升整体供给质量。其一，提升供给能

力，即要增强供给主体对需求变化的感知力和洞察力。其二，优化供给结构，即要增强供给内容对需求

内容的适切性和契合性。 

2.3. 坚守精益化的实践原则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对精准思维的贯彻还在于实践指南的精益化。第一，坚持“守正”

与“创新”相统一。所谓守正，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恪守原则与底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从行动上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落到实处，不走邪路、歪路与歧路。所谓创新，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克服以往的痛点、堵点和难

点，在主体要素、内容要素、载体要素和环体要素上寻求质的突破，实现全要素升级，做到与时偕行。

第二，坚持“顺势”与“乘势”相结合。针对网络技术发展伴生的物理空间流动与时间逻辑演变，高

校要顺网络之势，成育人之业。一是要开发线上育人场域。当前，MOOC (慕课)、微课、蓝墨云班课、

超星学习通等网络课堂相继出现，创建了师生互动的在线环境，遵循了教育对象认知规律，延展了教

育场域时空界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建好网、用好网、管好网，在坚守课堂主阵地的同时，积极

开发第二课堂，搭建“连心桥”，构筑“同心圆”。二是要净化校园传播生态。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引领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建设，打造具有系统性和感召力的专题栏目，培植向上向好的校园媒体文化，

净化校园媒体环境，使校园媒体成为学生沉淀自我、碰撞灵魂、价值喷薄、情感共鸣的传播场。第三，

坚持“共建”与“共享”相契合。“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3], p. 27)。精准思

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要实现主体协同、要素协同、过程协同，形成协同育人大格局，

达到聚沙成塔、积水成渊的效果。 

3. 深化内容生产：精准思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之本 

内容体系关乎根本、关乎人文、关乎思想。精准思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应兼具理论深

度、思想温度、文化厚度以及视野广度。 

3.1.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论高度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慢讲、细讲、精讲、深讲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遵循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讲清楚、讲透彻”([4], p. 20)，从经典文本受精、孕育、成形与结实的全过程洞察科学理论的生成根基、

生成机理与生成逻辑，考量其在共时性和历时性视域下所凸显出的实践价值，引导教育对象认识、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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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升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

力。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讲好、讲精、讲透、讲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理论精髓与价值理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

帜，是党和国家各项重要事业的行动指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工作落实、落细、落地，凝聚思想共识，汇聚行动合力，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头脑，切实提升

教育对象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 

3.2. 增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思想深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把握好“破”与“立”的关系，在剥离错误思想干扰的基础上，用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立德、立身，用爱国主义情怀立言、立行。破技术表象，立信仰之基。活跃在网络场域的大学生

渴望通过网络窗口窥探社会现象，但由于其自身理性思维和甄别能力的薄弱，在网络生存过程中极易受

到网络舆论与负面社会思潮的冲击，从而动摇内心的理想信念。故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片面强调

“网络热”，而要将网络技术要素真正融入教学过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的同时，催化网络的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譬如，借助数据追踪和分析手段，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痛点、难点、堵点，真正

将教学活动贴近学生的自我需求，还应改进教学话语和互动模式，赋予课堂以语言美、形式新和感情真，

真正将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学生的“心坎里”。破思想乱局，立爱国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

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5], p. 3)事实上，国外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实施“西

化”“分化”战略，企图以“颜色革命”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

奋斗者和国家建设的生力军，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和策反的重要目标。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

种好“责任田”，把握好青年的“小麦灌浆期”和“拔节孕穗期”，以具象化手段在细微处下功夫，用

思想的洗礼和精神的熏陶，引导学生传承爱国情，砥砺强国志，实践报国行。 

3.3. 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文化厚度 

底蕴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繁荣发展的文化根基，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思想

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深层动力。首先，要领悟民族文化之灵魂，守我中华之国本。当前，部分大学生因

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对民族传统文化认知肤浅，态度敷衍，缺乏对民族结晶的敬畏之心。对

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主动出击，廓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迷雾，用深厚的文化积淀扭转错误观念，

用厚重的历史记忆唤醒家国情怀。其次，要传承革命文化之精神，挺我民族之脊梁。历久弥新的红色革

命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形态，是革

命发展历程与实践经验的缩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以革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革命精神的深邃内涵引导

大学生明确自身承载的历史使命，从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第三，要传播先进文化之理念，扬我中华

之国粹。锐意进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体现着鲜明的民

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关键，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任务，更是新时代大学生应秉持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理念。 

3.4. 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视野广度 

作为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传播的重要阵地，能否始终把握前沿热点，决定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是否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首先，要把握学科热点。学科热点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热点追踪的重中之重，

对学科热点的精准研判能够引领学生的思想意识，实现课程内容的开拓创新。譬如，在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召开后，全国各地高校积极将会议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化大学生对我国发展环境以及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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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理解。其次，要把握社会热点。所谓社会热点，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受到群众广泛关注，极具传

播力和辐射力的现实问题，其具有功能双面性和正向可导性。再则，网络社会的崛起促进了社会意见表

达的自由性和非制度性，使得大学生网民可以一跃成为意见领袖和正义化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将社

会热点纳入教育内容体系之中，通过回应主动、有效互动与话语生动实现情感疏导和舆论引导，牢牢把

握网络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唯此，才能应对大学生存在的认知不清、研判不准、立场不定等问题。

再次，要把握校园热点。校园是大学生精神文化活动的物理空间，校园热点往往直接体现着学生的“关

注点”和“需求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从校园热点中汲取“生长土壤”，挖掘“育人养分”，

从而激发学生的精神动力和行为潜能。最后，要把握网络热点。“网络技术使人类遨游在由 0 和 1 组合

的二进制代码构成的虚拟世界”([6], p. 82)，并以复杂的关系网络承载着人的利益诉求、心理诉求和娱乐

诉求，成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重要场域。但与现实世界所不同的是，虚拟空间中凸

显的“后真相”幻境是“真”与“假”的统一体，遭遇着技术无法解决的伦理问题和道德困境，可能会

对大学生的社会认知、网络表达、思维理性产生消极影响。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敢于“亮剑”，

不回避争议，不蒙蔽真相，积极主动将网络热点纳入供给内容体系中，用网络热点吸引学生关注，用网

络话语拉近师生距离。 

4. 细化实施方案：精准思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之要 

实施方案关乎执行、关乎落实、关乎实效。精准思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夯实技术支撑、

完善环节设计、健全机制保障。 

4.1. 夯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支撑 

第一，优化校园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前提和基础，在即将到

来的 5G 时代，高校要抓住时机全面提升校园网络的供给质量，配置好学生网络生存与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有序开展的硬件设施。第二，引介大数据技术手段。大数据时代，数字化预测、制定、创收成为社会

发展新的增长点，形成了交互性、开放性和即时性的数据传播网络。可以说，大数据作为社会变革的镜

像，不仅代表着呈指数型增长的数据量，还反映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数字化。大学生穿梭于多个网络

平台，留下了丰富的数字痕迹，其数字化生存样态已成为共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借助数据爬虫、数

据清洗、数据可视化和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学生的自我需求提供了无限可能。故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

革创新也要搭乘“世界数字化”的列车，借助大数据追踪技术和可视化分析技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精准化和针对性。第三，构建信息化教育平台。大学生作为网络空间的活跃群体，在网络交往、在线

学习、网络消费、网络娱乐的过程中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信息。高校应强化与专门性网站、自媒体平台、

虚拟实践平台、在线学习平台的交流合作，借助媒介平台搜集到的价值信息，挖掘数据涵纳的学生需求，

切实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化、数字化、智慧化和智能化。 

4.2. 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设计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新形势、开拓新思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准聚焦，找准穴位。

第一，精准锁定教育对象。高校要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对教育对象在网络学习、网络消费、网络娱乐

过程中产生的行为数据进行重点爬取，进而通过数据清洗、数据过滤以及数据可视化处理，对每条数据

的内容属性和价值含量进行精确标识，力求全面把握教育对象思想和行为的完整演变过程，精准呈现“学

生画像”。第二，精准研判教育对象。依据上一阶段的“学生画像”，教育者要迅速在数据图谱中锁定

“异常走向”，并对该单个数据条进行提取和挖掘，深究数据背后蕴含的多维度、叠加性的关系范畴，

并从数据演绎、数据裂变、数据重组中精准把握教育对象思想状态。第三，精准引导教育对象。教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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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生受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互动的两个向度，教育需求是学生对教育内容表现出的倾向性，

是教育者开展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探寻教育对象的互动模式、表达习惯

与接收方式，对行为异常的学生进行针对性地思想引导，实现知识本位向学生本位的转变。 

4.3. 健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保障 

为保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转型，应健全相关的保障机制。第一，建立权威系统的培训机制。

教师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实施者和主力军，直接决定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发展能

否实现。为切实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网络素养和课程整合素养，高校要制定出科学完备的

培训机制，督促教师不断进行自我提升，打造一支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第二，建

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为激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高校要制定合理

的绩效考核机制，采取适当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鼓励相关工作者积极主动地致力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精准化发展。第三，建立协调贯通的反馈机制。当前，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在采集学习过程中生成

性行为数据已成为可能。高校可依据数据平台爬取的数据集合，以可视化、动态化的方式，全方位、全

时段、全景域呈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工作进度，实现信息反馈的全时性和随时性。 

5. 结语 

概而论之，在精准思维视域下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是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所需，亦

是达成时代新人培育目标之所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秉持党中央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指示，

做到因时而变、因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为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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