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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多维路径探赜

韦其富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　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求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

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高校办好思政课，要立足新时代新发展，需要在指导思想、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和学生主体等方面上下功夫，

以坚持新时代指导思想为根本点、丰富课程内容为支撑点、创新教学教法为着力点、提高教师水平为关键点、激发学生主

体为切入点等多维路径进行优化，进而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思想性、理论性、吸引力、主导性和实效性，助力守正创新推动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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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政课作为关键课程，是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主渠道。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教育工

作的全面统一领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先后

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一系列宣传思想文化的工作会

议。这一系列会议对思政教育和思政课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不断助力推

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发展，擘画了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

发展的战略蓝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高校思政课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提高

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促

进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课程。新时代新征程上，高

校更要秉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政治方向、课程内容、教

学方法、教师建设和学生主体等维度进一步办好思政课，为

助力守正创新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探寻新路径，

激发大学生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活力。

1 坚持以思想理论为根本点，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

1.1 坚持新时代新思想为根本导向

思政课是系统化践行创新思想的重要渠道，是用创新

思想指导思政课建设和青年一代成长成才。创新思想是思政

课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根本指

导，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先进武器。因此，推动新时代

高校思政课艰涩内涵式发展，必须要深刻领会和坚持贯彻落

实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话的最新思想成果。

1.2 坚持新时代新理论来武装头脑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是推进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培养更多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保障。在新时代新征程

新发展上，思政课建设面临着新挑战新形势新任务，只有

坚持把思政课建设与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才会有新气

象新作为，才能够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不断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发展，助力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

设内涵式发展。

2 坚持以丰富课程内容为支撑点，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

理论性

马克思提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 而理

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 的重要论断，思政课的“理

论性”深刻回应了这一论断。以各学科课程思政新理论为重

要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确保思政课教育教学内容的政治性

和时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立足新征程新发展与时俱进去

不断丰富新时代思政课内容，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理论性，

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首要前提。

思政课程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基础，要立足新时代新

征程，紧扣时代脉搏，捕捉时代变化，扎根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以新时代创新理论为引领，及时将

创新理论成果融入思政课教学，使思政课程内容因时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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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而新，增强思政课内容的政治性和时代性，进而进一步

推动思政课程内容入脑、入心、入行。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

势与政策等基础思政课程的同时，要立足新时代新发展，常

态化加入民族精神教育、时代楷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

全教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以不断丰富思政课程的内容。

3 坚持以创新教学方法为着力点，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

吸引力

创新教学方法是实现开展思政课教学目的、发挥思政

课时效性和提升高校思政课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对推动新时

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创新思政课

教学方法，要守正创新构建课堂教学为主体，创新实践教学

和推进数字化教学赋能为支撑的思政课教学方法体系。

3.1 “守正”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课堂教学是高校开展思政课教学的主渠道，是“把道

理讲深、讲透、讲活”的主阵地 [7]。在思政课教学课堂上要

做到与时俱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新时代的理论与

实践，创新性和创造性地将授课内容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在

课堂上扎实创新开展思政课教学，夯实思政课堂主阵地。高

校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好思想政治课，以课堂为主阵地，进一

步利用“第一课堂”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不断增强思政课

课堂教学的针对性。

3.2 “创新”实践教学渠道

思政课的主阵地在课堂，但课堂之外的教学育人同样

的重要。思政课进入脑、入心、入行，不能止于课堂教学，

还需要拓展创新实践育人的渠道，比如通过开展暑期“三下

乡”、志愿者服务、社团活动、学术论坛、主题文化团建活

动、线上线下联动等“第二课堂”，引领大学生走出校门、

走进基层，进一步把“社会大课堂”融入“思政小课堂”，

创新开展好“第二课堂”，助力思政课教学手段时代化多元

化发展。

3.3 结合数字化教学

新时代思政课要实现新发展，就必须要抢占教育数字

化的新赛道，通过数字化赋能思政课教学，推动思政教学摆

脱书本和课堂的局限，实现思政教育场景数字化教学，比如

比如依托 VR( 虚拟现实 )、AR( 增强现实 )、MR( 混合现实 )

等计算机图形学技术手段打破课堂的时空局限。通过联合线

上线下、校内校外、课上课下，把红色文物、博物馆、文化馆、

展览馆、纪念馆等课堂之外的丰富教学资源引入课堂，生成多

维交互的沉浸式教学场景，从而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

课堂”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你不断丰富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手

段，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4 坚持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点，进一步增强思政

课的主导性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教师在思政课教学

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思政课教学要充分发挥教师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校在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

展时，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思政课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的主导性作用，要坚持专职为主、

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原则，努力打造一支政治

素质要过硬、业务能力要精湛、育人水平要高超的高质量专

业化思政课教师队伍。

4.1 要强化思政课教师的政治性和专业性

思政课教师要自觉将新时代创新理论与思政课建设相结

合，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带头真学、真信、真懂、真用

马克思主义，自觉强化自身的政治性。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自身要发挥思政课教学的主导性作用。

思政课教师必须要有家国情怀和仁爱之心、创新精神和辩证

思维、国内视野和国际视野、严于律己和脚踏实地的，不断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更好发挥在思政课教学中的主导性作用。

4.2 要完善思政课教师任职制度

实行专兼结合的思政课教师任职制度，既要严格落实

教师资格制度，选拔讲政治有情怀、思维视野广、能严于律

己的高水平教师担任思政课专职教师，又要遴选校内优秀管

理干部、其他学科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以及政治素质过硬

的校外专家学者兼任思政课教师。完善思政课教师任职制

度，需要高校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以及结合高校自身

特色，打造适合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师资队伍。

4.3 健全思政课教师发展制度

要完善思政课教师考核评价机制、教学和科研成果认

定制度、职业发展激励制度等，激发教师创新教法教学的主

动性。同时要加强完善思政课教师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思政

课教师的政治性和学理性，促进发挥思政课教学中教师的主

导性作用，进一步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通过进一步

完善思政课教师发展和管理制度，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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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高思政课教师能力水平，进而建设一支适应新时代新

发展新要求的高水平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是守正创新推动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保障。

5 坚持以激发学生活力为切入点，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

在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要把

学生摆在重要位置，引导学生增强主体意识，真正做到尊重

学生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在高校思政课教学

中，大学生是主体，要激发大学生的主体自觉性，要自觉认

识到学习和掌握科学理论是自己的事，在学习中克服被动

“接收”、依个人喜好“接受”、为挣学分而学习等不良心态，

从而积极主动参与到思政课教学过程之中。要尊重教师在思

政课教学中主导性作用，要在教师指导下思考，在自我努力

中学习，增强思政课效果。

5.1 学生要树立主体意识

学生在思政课教学前要自主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主

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创新理论；在思政课教学时要主动

接受教师的教授，自觉践行“自主·学习·分享”的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并积极参与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在思政

课教学后要养成复盘的良好习惯，分析并总结思政课教学的

知识点和心得体会，主动为推动思政课建设贡献力量。

5.2 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思政课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树立问题导向，始终做到围

绕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要推进以有利于学生主体性

发挥为目标的教学方法改革创新，进一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的内在动力。思政课教师必须及时关注学生的学习以及反馈、

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关心学生的思想情况，着力突出

学生在高校思政课中的主体性。思政课教学过程必须坚持以

学生成长成才作为重要评价的标准，夯实学生的主体地位。

6 结语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是高校实现对大学生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的主阵地。[10] 习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校要进一步办好思政课，就必须深入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推动新时代思政

课建设夯实思想根基。需要从指导思想、课程内容、教学方

式、师资队伍和学生主体等维度上下功夫，进一步深入探究

新时代赋予思政课新的内容、课程、教学等的新内涵，探寻

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新方法。立足新时代守正创

新，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为不断提高思

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提供新路径，进而助力促进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的新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贡献思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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