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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新时代教育背景下的“大思政课”，深入探讨其多维育人功能及实现路径。其多维育人功能显

著，价值引领功能通过多元教学环境与文化传承，助力学生构建成熟世界观，完成文化基因层面价值引

领；实践育人功能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借社会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触及灵魂；心理塑造功能依据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多维度雕琢学生心灵。为实现这些育人功能，要从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创新、

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着手。在课程体系建设上，优化课程设置，整合校内外资源；教学

方法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提升教师素质，组建多元

化师资团队；协同育人机制构建涵盖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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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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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and deeply explores its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Its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al functions are remarkable. The value guidance function, 
through a divers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helps students build a mature 
worldview and complete the value guidance at the level of cultural genes.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function, based on the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enabl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reach 
the soul through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The psychological shaping function, according to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polishes the students’ mind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 order to real-
ize these educational function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n terms of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integrate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case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online-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forming a diversified teaching tea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covers th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fam-
ilies, as well as between school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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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

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大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课堂教学，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大时空”“大场域”。其中，“大时空”强调“大思政

课”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性。从时间维度看，“大思政课”贯穿历史纵深，从古代儒家道德教化到现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展现了思政理念随时代变迁的深化发展。同时，“大思政课”覆盖个体成

长的各个阶段，从学前启蒙到大学系统学习，并紧跟时代前沿，融入科技创新、国际局势等热点话题。

从空间维度看，“大思政课”突破课堂限制，校内通过校园景观、学科课堂渗透思政元素，校外则通过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城乡社区实践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思政理论的现实意义。此外，网络虚拟空间和

国际交流舞台进一步拓展了“大思政课”的空间广度。“大场域”则强调“大思政课”的多元主体协同与

内容丰富性。教育主体包括学校教师、家长、社会贤达等，形成全方位育人平台。思政内容涵盖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情景模拟、实地调研、志愿服务等，结合现

代信息技术，实现“大思政课”的灵活适配与生动呈现。场域的边界动态扩张，学校与家庭、社会深度融

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起强大的“大思政课”生态系统。因此，“大思政课”通过构建“大时

空”“大场域”，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从课内到课外、从历史到现实、从线下到线上，创设多维情境，

帮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体悟和反思，培养其“大格局”“大情怀”“大担当”。本文通过深入探讨“大

思政课”的多维育人功能及其实现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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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思政课”的多维育人功能 

2.1. 价值引领功能 

从认知发展理论看，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认为个体认知发展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逐步构建的。学

习者应与他们的环境(无论是物理环境还是社会环境)相互作用[2]。强调个体基于已有经验，在与环境的

互动中主动建构知识。“大思政课”营造的多元教学环境，无论是课堂内的理论讲解、案例研讨，还是延

伸至课外的实践调研、实地参观等，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相互作用”。例如组织参观红色纪念馆，学生

身处特定历史场景还原中，原有的认知结构受到冲击，开始重新思考先辈们所处时代背景、奋斗动机，

进而在同化与顺应过程中，深化对国家、民族历史使命的认知，推动世界观向更成熟、全面方向发展。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心理从低级心理机能

向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发展过程的实现是通过语言符号的中介和调节、知识的内化、社会

活动的参与和最近发展区的跨越为条件的[3]。在“大思政课”中，教师、同学以及社会资源构成了一个

丰富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与教师和同学的讨论、辩论，学生能够在集体智慧的帮助下，深化对复杂

社会问题的理解。例如，在讨论“共同富裕”这一主题时，学生不仅可以通过课堂学习理论知识，还可以

通过社会调研、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从而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

识。这种社会互动和文化工具的运用，使得“大思政课”不仅是一个知识传递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观

塑造和认知提升的过程。 
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建构主义强调的个体认知建构，还是通过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的社会互动与文

化传承，“大思政课”都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场景和实践机会，使他们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中，

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深刻认知，进而实现价值观的内化与升华。 

2.2. 实践育人功能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首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

系，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能够使人证明

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与归宿。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

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5]，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建设

教育强国战略的根本追求[6]。因此，思政教育绝非空中楼阁式的纯理论灌输，“大思政课”必须扎根于

现实生活实践。“大思政课”要展现强大育人功能，需依托丰富社会实践活动。实践育人是以实践性为

核心的育人途径，它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利用各种形式的活动，将实践意识渗透到教育对象的学习生活

之中，与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着重强调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观点不谋而合[7]，通过基于实践

的体悟，让思政教育触及灵魂，驱动“大思政课”达成培养时代新人的育人使命，充分发挥“大思政课”

的实践育人功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理和逻辑。 

2.3. 心理塑造功能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掌握学生的现实需求和满足实际需要在教育教学中是非常关键的。将马斯洛

需要层次理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通过掌握新时代大学生实际的需要规律，能够更加科学有效

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8]。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大思政课”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环节，其心理塑造功能得到很好的彰显。 
从生理需求看，“大思政课”虽并非直接提供物质性的生理补给，但其创设的稳定学习情境，如美

丽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教室、沉浸式体验场、博物馆、展览馆等现场教学场地等等，促使学生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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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处学习环境利于自身成长的坚定认知，进而内化为一种心理层面的“安全感”，为学生全身心投入

学习、开启向更高需求层次迈进的征程筑牢根基，成为后续发展的逻辑起点。从安全需求维度看，一方

面，“大思政课”借助对国家政策法规的深入阐释，诸如精细解读劳动法规为学生未来职场权益保驾护

航，深度剖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以强化校园周边安全保障的理性认知等举措，助力学生清晰界定自

身于社会环境中的法定权利边界与全方位保障网络架构，由内而生对所处环境安全性的深度信赖，有效

驱散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情绪，使其能够以从容之姿投身知识探索的漫漫长路。另一方面，当面对社会热

点争议频发、多元思潮激烈碰撞的复杂局面时，“大思政课”依托严谨缜密的理论剖析框架与客观精准

的事实呈现范式，引导学生以理性思维明辨是非曲直，避免陷入虚假信息的认知泥淖，切实守护学生心

灵深处的 “安全港湾”，确保其思想发展轨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健前行。从社交需求层面看，“大思

政课”精心设计的多元实践活动为学生搭建起广阔的人际交往平台。在小组研讨时事热点的思维交锋中，

差异化观点相互碰撞、彼此启迪，助力学生觅得知音挚友；社区志愿服务融入思政内涵，学生们携手并

肩为他人奉献热忱爱心，于辛勤付出间缔结深厚情谊纽带；校园文化节巧妙植入思政元素，以丰富多彩

的文艺形式抒发爱国情怀，促使学生在共同创作、协同表演的过程中找寻到强烈的群体归属。这些互动

实践不仅切实拓宽学生社交半径，更让学生于志同道合的集体氛围里，真切感受被接纳、获认可的温暖

力量，归属感如同春日繁花般绚烂绽放，进而转化为持续深耕思政学习、踊跃投身实践活动的内在原生

动力。从尊重需求看，教师通过营造开放包容的研讨氛围，激励学生大胆针砭时弊、回溯历史探寻真相，

珍视每一个独具匠心的见解表达，并以精准到位的点评反馈助力学生思维进阶升华；展示汇报场景下，

学生悉心投入的调研成果、独具创意的作品得以全方位呈现，教师赞许的目光、同学钦佩的掌声汇聚成

自尊自信的源头活水，深度滋养学生的精神家园，激发其向着知识高峰勇毅攀登的磅礴力量。从自我实

现需求看，“大思政课”毅然担当领航先锋角色。凭借鲜活生动的案例素材，如深度讲述青年科技人才

矢志扎根实验室攻克“卡脖子”关键难题，细致剖析基层干部俯身深耕乡村助力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等，

将学生个体的职业抱负与家国发展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引导学生立足专业知识背景，深度畅想未来在

国家建设大局中的使命担当，让理想信念的炽热火种在心底熊熊燃烧，驱动他们以满腔热血、青春韶华

书写奋斗华章，在为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的征程中，精雕细琢出独一无二的自我价值，顺利实现从青

涩学子向时代栋梁的华丽蜕变。 
总体而论，“大思政课”精准契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实践雕琢学生心

灵，将需要层次理论合理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断夯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不仅

能够更好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还能够帮助大学生实现自我成长与自我发展[8]。全力

培育兼具深厚家国情怀与健全人格特质的时代新人，持续为学生成长成才之路注入澎湃动能。 

3. “大思政课”多维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 

“大思政课”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其多维育人功能的实现需要从课程体系建设、

教学方法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和协同育人机制构建四个方面入手，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育人路径。通

过优化课程设置、整合课程资源、创新教学方法以及提升教师素质，能够有效增强“大思政课”的吸引

力和实效性，实现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的育人目标。 

3.1. 课程体系建设 

3.1.1. 优化课程设置 
依据“大思政课”的育人目标，即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品质、较强实践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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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不同学段的课程定位和目标。小学阶段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行为习惯，课程内容应贴近

学生生活，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例如，可设置“品德与生活”课程，通过

讲述身边的道德故事、开展角色扮演等活动，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道德规范。中学阶段则应

进一步深化学生的思想认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开设“思想政治”课程，系统讲

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内容，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社会现象，增

强学生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觉悟。大学阶段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课程设置应更加注

重专业性和综合性。例如，设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等课程，引导学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注重课程之间的衔接与融合。打破学科界限，实现思政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的有机融合。例如，在

理工科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如在物理学课程中介绍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在工程学课程中强

调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加强不同学段思政课程之间的衔接，避免内容重复，形成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的课程体系。例如，小学阶段的思政课程为中学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中学阶段进一步深化学生的思想

认识，大学阶段则实现知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3.1.2. 整合课程资源 
校内资源整合。加强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挖掘学科中的思政元素。例如，思政教学部门与文学

教学部门合作，将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融入思政教学，使学生在学习文学知识的同时，受

到思想道德的熏陶。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资源。例如，图书馆可以设立思政教育专区，提供

相关书籍、期刊和报纸等资料；学校博物馆可以举办思政主题展览，通过实物展示、图片展览等形式，

生动形象地展示思政教育内容。 
校外资源整合。与红色教育基地合作，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让学生亲身感受革

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激发爱国主义情感。与社区合作，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社会、

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培养职业素

养和创新能力。 

3.2. 教学方法创新 

3.2.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在“大思政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效果。案例教学是指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

为基础，通过呈现案例情境，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掌

握理论、形成观点、提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9]。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时代性和

启发性的案例，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实例，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例如，在讲

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敬业精神时，引入大国工匠徐立平的案例，通过详细介绍其工作经历和成就，

让学生深刻感受敬业精神的内涵和价值。随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如何在自己的学习和未来工作

中践行敬业精神。 
通过案例教学法，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理论知识，增强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同时，案例教学

法还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使学生在相互交流和讨论中，拓宽思维视野，学会从不

同角度看待问题。据相关教学实践反馈，采用案例教学法后，学生对思政课的满意度明显提高，课堂参

与度大幅提升，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 

3.2.2. 实践教学法 
采用实践教学法，实现教与学的良性互动，“输”与“导”的有机结合，增强“两课”教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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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创新“两课”教学的有效举措[10]。实践教学法的实施方式丰富多样，包括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服务、

志愿服务、社会调研、实习实训等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机会，使

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例如，海南大学创新“一主三辅”实践教学模式，通过

历史剧、微电影创作、实地调研等形式，有效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3.2.3.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有机融合了传统课堂教学和线上教学的优势，在“大思政课”教学中展现出显

著的优势。线上教学平台具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将相关的视频、音频、文章等资料上传至平台，

供学生自主学习。在讲解中国近现代史时，教师可以上传一些历史纪录片、专家讲座视频等，让学生在

课前通过线上平台进行预习，对相关历史事件有初步的了解。线上教学还便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学生

可以在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讨论。线下课堂则注重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

和互动，教师可以通过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知识。在课堂

上，教师针对学生在线上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和疑惑进行解答，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深入分析和探讨

相关问题。在讨论“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一话题时，教师先让学生在线上收集相关资料，形成

自己的观点。在课堂上，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教师进行引导和点评，帮助学生

全面、客观地认识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为了有效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教师需要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在课前，教师通过线上平台布置

学习任务，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课中，教师结合线上学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和互动；在

课后，教师利用线上平台布置作业、开展拓展学习活动等。教师还需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线上线下教学的时间和比例，确保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3.3. 师资队伍建设 

3.3.1. 提升教师素质 
加强教师培训是提升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专业培训，培训内容应涵盖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时事政治等多个方面。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举办讲座，解读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帮助教师拓宽视野，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组织教师参加教学

方法培训，学习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先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 
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有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教师通过参与教学研

究项目，探索“大思政课”的教学规律和方法，总结教学经验，不断改进教学实践。学校应设立专项教学

研究基金，支持教师开展相关研究。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与同行分享教学经验，了

解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教学成果。教师参加全国性的思政课教学研讨会，与来自不同地区的教师交流教学

心得，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促进自身教学水平的提升。 

3.3.2. 组建多元化师资团队 
组建包括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校外专家等在内的多元化师资团队，能够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

思政课教师具备扎实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能够系统地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专业

课教师则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具有深入的研究，能够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专业

知识的同时，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在理工科专业课程中，专业课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内容，介绍科

学家的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校外专家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源，能够为学生带来更贴近现实的教学内容。邀请企业界人

士走进课堂，分享企业的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经验；邀请劳动模范、道德模范讲述自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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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和先进事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3.4. 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3.4.1. 学校与家庭的协同 
当前，家长普遍不重视或者不参与或者很少参与大学阶段孩子的教育，实现大思政课多维育人功能，

构建家校协同育人机制十分重要。从教育的全面性看，学校是知识传播与集体成长的摇篮，通过课堂教

学、校园活动赋予学生系统思政理论与社交锻炼机会，但家庭作为学生心灵的避风港，其作用无可替代。

大学阶段，学生面临学业进阶、职业规划、社交拓展等多重挑战，情绪波动大，此时家庭若缺席，以亲情

为纽带的品德教育、传统习俗传承难以融入日常生活点滴，思政教育极易出现断层，无法全方位覆盖学

生成长路径，不利于学生稳固世界观的构建。从学生成长需求层面看，家长可敏锐捕捉孩子的情绪、兴

趣变化，学校通过专业教育眼光精准剖析根源，两者紧密配合，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家校不同

环境满足学生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为思政育人注入情感温度，触及灵魂，强化心理塑造功能。但现

实中家长参与不足，使得学生在面对成长困惑时，少了家庭助力，心理支持缺失，思政教育难以深入内

心。因此，切实构建家校协同育人机制举措必须扎实落地。一方面，强化宣传引导，学校利用公众号、家

长学校普及大思政课意义，不仅要转变家长“重智轻德”观念，更要让家长意识到大学阶段孩子成长的

复杂性，主动参与思政教育。另一方面，畅通沟通路径，打造集学业、思政表现于一体的家校通平台，教

师、家长实时互动，精准定位问题，用便捷沟通激发家长参与热情。此外，开展特色活动，如“思政亲子

课堂”，家长与孩子同堂学习、分享感悟；组织 “家庭思政实践周”，家长利用寒暑假、春节、国庆等

节假日，带领孩子开展社区服务、文化调研、科学探索等，以趣味互动拉近距离，携手为“大思政课”育

人赋能。只有家校携手，才能填补教育空白，助力学生成长。 

3.4.2. 学校与社会的协同 
学校与社会机构、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大思政课”的开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丰富了育人资

源。学校与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社会文化机构合作，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

博物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让学生在参观过程中了解历史发展脉络，

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科技馆展示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学生在科技馆中可以亲身体

验各种科技展品，激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探索精神。 
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职业体验等活动，对学生的职业规划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

生通过在企业的实习实训，能够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和职业要求，提高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在职业体验

活动中，学生可以亲身感受不同职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明确未来的职业方向。山东聊城深化校企合作成效显著，聊城市技师学院将生产线搬进教室，结合理论

与实操授课，为学生赋能。学院紧密对接当地产业，打造研究院，定向培养人才，与多家企业签协议、建

实训中心，探索“引校入企”，年培训超 2.5 万人次，订单培养达 8000 余人。同时，聊城高新区以产业

需求为导向优化专业，引育人才，学院建设的研究院与多企达成合作，推动教育事业发展。通过与社会

机构、企业的合作，学校能够将“大思政课”的育人功能延伸到社会、学校企业等各个领域，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5. 结语 

“大思政课”以其独特的多维育人功能，在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知识体系、综合素质

以及心理品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价值引领功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厚植爱国情怀；实践育人功能，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心理塑造功能，促进学

生心理健康，培养坚韧品格。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大思政课”的多维育人功能，需要从课程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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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教学方法创新、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等方面入手，不断优化和完善各项措施，形成

全方位、多层次的育人格局。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应持续深入探索“大思政课”的育人规律和方

法，不断创新和改进，让“大思政课”更好地培根铸魂、凝心聚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的保障，助力学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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