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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新时代立德树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思想政治教育为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革新，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的主阵地。根据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存在的实效性不强现状，以新时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的必要性为研究思路，从高校教师队伍、高校校园文化、社会“大课堂”三个方面提出增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可实现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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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always taken moral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moral 
education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reform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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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position to train qualified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According to the cur-
rent situation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strong, and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s the research idea, feasible path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and social “big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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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阐明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回答。

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孵化园”，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主阵地。 

2.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新时代，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新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2.1. 教育方式难以突破和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理论性很强的教育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渠道。当前，大学生们成长于一个网络极其发达的时代，学生受多元化的影响和信息时代的快

速发展，传统的理论灌输难以赢得学生的喜爱和青睐，这对思政课教师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教师需要不断地突破创新课堂教学。如何在既能增长学生知识与能力又能转化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中让思政课更具艺术性，也成了教师的一大难题。目前部分高校仍然存在上百号人同上一堂思政课的

现象，学生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对思政课的理解和接受度不同，面对不同受众对象，教师需要结合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研究。 

2.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联动性不强 

“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1]。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对他们的价

值观的成熟培养发挥着重要作用，立德树人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根本任务，更应该落实在学生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首先，部分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未能找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其次，在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这也导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互动性不强。 

2.3. 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与社会所要求的不匹配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升，创造更高水平的人民生活，社会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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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而不是仅仅有专业知识的人。德是国家用才的前提，道德的培育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

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理解不足，部分学生简单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是简单地对理论知识的

记忆，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导致他们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未能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信

仰和行动准则。这也导致他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时，难以产生与社会所要求的价值理念相匹

配的解决问题方式。 

3. 新时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要性 

实现教育强国必须加强思政课建设。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

“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2]。由此，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重要责任。 

3.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摆在首位，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将立德树

人贯穿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在“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实现多方联动，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全覆盖。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应抓牢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政

课落地生根发芽，开时代所需之花，结祖国需要之果。新发展形势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高校应根据时代所需，创新发展，结合自身实际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3.2.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需要 

当前高校学生的主体基本处于“00 后”，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心理特征，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对他们

的影响较大，受网络多元化、网络垃圾信息及色情信息、网络道德失范，沉迷游戏，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等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环境影响，学生容易产生与时代发展不相匹配的价值要求。但这时的他们正

处于认知形成的发展阶段，对其进行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大学生精神家园等德育教育，

是对他们价值理念、价值取向的正确引领，有助于学生健康发展。 

3.3. 满足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对思政课提出明确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

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3]。从国家到地方，从大学到中小学，

从学校课堂到社会课堂，多层次、多方面地对思政理论课作出了全过程、全方位的要求和战略布局。新

时代高校要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上，清楚认识高校思政课的地位。面对发

展新形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结合发展新形态，应对新时代的新挑战，为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输送可

靠的、经得起社会考验的、能在“惊涛骇浪”中成长的人才提供保障。 

4. 新时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 

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

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抓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科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努

力创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才能真正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4]。 

4.1. 增强教师教育创新意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新时代，对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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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仅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还是学生的筑梦人。从 2013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在向广大教师的致慰信中

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任。”到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提出“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5]。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每

一年的教师节的慰问、一次次的教育相关会议、一个个学校的走访，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是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追求的价值目标。 
高校教师上一堂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既要避免纯理论的一言堂

灌输，又要避免只注重课堂活动的形式主义，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贴合实际。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不仅要扎实做好科研、搞学术，更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高尚的教育情怀，还要与时

俱进、锤炼品格，走近并且走进学生的生活，在育才的同时更要育人。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既要搞学术的同时提高创新精神，又要“种树”和“育树”，以更大的格局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当代青少年思想活跃又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又富有创造力、活泼开朗又兴趣广泛，他们对未来充满

探索的渴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的第一课堂，要“上接天、下接地、

中间接人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既要有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又要能够入得了学生的心，同时又能落

地生根。 

4.2.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包括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显性文化包括学校的建筑设计、校园绿化、社团活动和学校宣

传栏建设，隐性文化包括学校传统、校风、校训、学风以及人际关系等。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独特文

明和精神气质。 
第一，提升高校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学校高品质的文化景观建设，如学校的文化长廊将传统文化当

中的道德文化和民族精神结合，达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高品质的物质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

生活环境的舒适度，而且是对学生精神生活的一种涵养、对学生情操的一种陶冶。每一所高校，都有自

己独特的校园历史和独有校园精神，运用好学校的校史馆资源，校史当中涵养着每一所学校的独有精神，

这种精神是办校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发展期望。同时，利用好校训文化，校训是大学的“名

片”，是学校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和执着追求，校训承载着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是一堂润物细无声的

思政课。 
第二，高校应加强学生社团文化建设。新时代背景下的学生社团要开展怎样的活动、怎样开展活动、

活动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是社团活动开展的前提之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团建设，思想政

治教育可以以社团为载体，开展主题鲜明且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如：知识竞赛、即兴演讲、歌咏比赛、

红色家书诵读、读书分享会、参观红色景点、实景红色移动课堂、开展符合主题的调研等等，选派专业

且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老师指导来提高社团活动的层级，提升活动的实际效果，达到活动育人的目的。 
第三，加强高校网络文化优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

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6]。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网络成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媒介，加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净化网络环境

是实现网络育人的一个重要前提。高校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应优化校园网络平台的资源整合，用好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4.3. 用好社会“大课堂” 

陶行知先生曾经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论来源于实践，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8531


汪美华 
 

 

DOI: 10.12677/ces.2024.128531 256 创新教育研究 
 

结合，实际也是一种理论结合实践的过程。理解“大思政课”的深刻内涵，重点在于理解“大”，即：

思政课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内容、大作为，要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用好社会大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用“大”资源。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

史，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可挖掘的资源极其丰富。平凡创造伟大，十八大以来的

每一个感动中国的瞬间都来自一件一件落实的平凡小事里，无数件小事汇聚成中华民族最亮丽的大事。

《人民日报》里记载的英雄，他们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勇敢、挺身而出的平凡者。这些与学生生活

贴合的鲜活的案例，更能够与学生产生共情，从而将其内化，形成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

要求。 
用好社会大课堂需要汇聚“大”合力。学生是社会大课堂的主体，社会大课堂注重学生在实践中学

真知，体实情、悟真理，用好“大思政课”铸魂育人功能，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融入社会大课堂的

全过程，就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是照本宣科，也不是拿着文件念得干巴巴的，中国故事来源于

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视角和每一个动人的瞬间，它是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新时代讲好中国脱贫攻

坚故事，让脱贫攻坚的贡献者来讲大思政课，让学生投入志愿服务之中，切身体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将讲好中国故事与弘扬中国精神相结合，将思政课与地方特色相结合，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5. 结语 

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其方法和途径也要更新。思想政治

教育是一门艺术，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地结合时代所需、青年发展所要，以满腔热忱、赤诚之心为

党和国家培育健康、专业、高素质的时代新人，培养更多能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哪怕是风高浪急，

也能挑起重任的时代脊梁。 

参考文献 
[1] 刘薇.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12. 

[2]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网, 2018-05-03(002). 

[3] 王易. 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 让思政课真正成为一门“金课” [EB/OL]. 
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2-09/20/c_1129016156.htm, 2022-09-20. 

[4]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EB/OL]. http://edu.people.com.cn/n/2013/0910/c1053-22863747.html, 2013-09-10.  

[5]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 , 
2019-03-19(1). 

[6]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8531
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2-09/20/c_1129016156.htm
http://edu.people.com.cn/n/2013/0910/c1053-22863747.html

	新时代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Path to Enhanc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2.1. 教育方式难以突破和创新
	2.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联动性不强
	2.3. 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与社会所要求的不匹配

	3. 新时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要性
	3.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
	3.2.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需要
	3.3. 满足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4. 新时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
	4.1. 增强教师教育创新意识
	4.2.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4.3. 用好社会“大课堂”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