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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中央十分重视对思政课的建设、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践育人作用。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保证党的事业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

为实践育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实践育人的效果。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

多元文化价值交织的今天，我国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面临着巨大冲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

塑造中国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念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人员的水平

高低也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目前仍然有很多高校不重视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并且对思政教师队伍缺

乏相关保障机制，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以及实践育人的效果。因此，高校应重视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体建设，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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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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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cal courses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key 
cours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urse to ensu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s cause and plays an irreplace-
able role. As the main body of practical education,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practical education. Toda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
ternet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multicultural values, the ideological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re facing a huge imp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socialist ideological value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level of personnel engage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teaching 
effe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do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lack of relevant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effect of prac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in body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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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概述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主动教育功能的组织或个人[1]。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和从事校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是高校实践育人的主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中，居主导地位，并引导和控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向教育目标发展[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负责搜集信息、

制定决策、实施计划、反馈结果以及调节各个环节等。 
实践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坚持“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旨在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勇于实践的人才[2]。而实践育人的重点也应

着眼于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实践育人的主体范围也较为宽广，本文的实践育人主体主要指代高校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教育主体应根据素质教育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根据

在校大学生的发展特征，组织学习和实践活动，提升他们的思想素质，使其具备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

能够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尤其是在社会思想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更需要高校思政教师的价值引领，

通过思政课上的传道授业解惑，激励其学生内心的正能量，培养他们成为有抱负、有担当的新时代新青

年，使其能够志存高远，在不断的拼搏奋进中实现人生价值。 

2. 加强高校思政主体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战略

高度，科学回答了高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高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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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指明了行动方向[3]。以此为指导，在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应该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蓬勃发展，为了培养出具备良好素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思政教师队

伍肩负着重要使命。然而，当前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仍存在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对思政教

师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4]、教学理念不与时俱进、教学手段滞后、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等，这严

重影响了实际育人效果，难为民族复兴培养合格人才。为此、高校应重视思政教师队伍建设，了解其所

蕴含的巨大价值意义。 

2.1. 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注重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培养其成为祖国建

设的后备军和生力军，从而保证其与祖国发展步伐一致、思想一致。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

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为了培养其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加强他们的科学文化素养，更

要对其进行思想引领。只有通过对这一工作的不懈努力，其才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贡献。而提高大

学生的思想素质的一大途径就是开设思政理论课。高校思政理论课能帮助大学生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并为他们建立正确的思想理念提供指导。思政理论

课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反映了国家的意志和需要，而思政教师队伍也承担着国家赋予的责任。因此，

各高校应加强对思政教师队伍的建设，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2.2. 是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

面临着新要求，其中就有要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新需求。教育是一种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活动，它

旨在培养拥护党的领导的人才；同时教育也是人们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教育既要保证科学的政治方向、

站稳政治立场，同时也要关注人民的需要，以人为本。而民众的需要和诉求，就是高等教育要关注的核

心，因此，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势在必行。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就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

良好品德的、适应社会挑战的高素质人才。这也对教师提出了新期待，教师要以德施教，围绕学生、关

照学生、服务学生。从思政教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可得知，把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好，必将为办好人

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提供保障。 

2.3. 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大学生处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特殊阶段，他们不仅容易接收各种新兴观念，也易受各种错误思潮

的影响。随着当今全球各类政治思想文化活动交流交锋日益频繁，在拓宽大学生眼界的同时，也对其产

生重大的思想冲击，所以要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力；而我国当前也处于深刻变革时期，

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交织碰撞，就需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坚定理想信念；互联网等新兴媒

体的高速发展，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产生重要影响，就需要针对目前的现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加强思政理论课建设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要求[5]，是培育其坚定信仰、坚

强意志的重要途径。思政理论课教师应结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因材施教，通过思政理论课来增强

学生明辨是非、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能力，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三观，确保其思想发展符合国家主流。因

此，完成好这一任务，就要不断加强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 

3.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对思政教师主体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部分高校对思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缺乏正确的认知，因此在对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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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因此，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稍有懈怠，没有深刻掌握

相关知识和理论，不知道采用何种有效的方式去引导学生行成正确的三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些高

校只重视对学生的知识性教学，即重视对学生的专业课培养，而忽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由

于没有足够的重视，学校未能投入足够的资金来建设思政教师队伍，导致在人才引进、学科建构和教学

评价等方面存在缺陷，同时也缺少必要的软硬件基础设备，从而不能满足实际课堂教学需要。 

3.2. 思政教师缺乏实践培训机会，不利于其能力的提升 

由于高校对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对其的资金投入较少，因而无法对思政教师开

展全面培训。在这个快速变化发展的时代，思政教师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最新的理论知识，并在与

他人的交流中积累教学经验，因此就需要更多的进修机会，然而缺乏资金投入使其难以实现。现代思政

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他们需要掌握心理学、管理学、就业等多方位的专业知识，以便能更好地指导

学生，从而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但因为缺乏足够的训练和实践学习机会，思政课教师的授课水平和

能力无法得到提升[6]，难以满足实际教学要求，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性的人才，也就起不到很

好的实践育人效果。 

3.3. 体制管理不健全，缺乏保障机制 

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思政教师队伍，高校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

规划和深入细致的研究、缺乏明确的目标、责任分配和工作划分也显得随意和分散，这些都导致了教学

工作无法有序开展，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并且高校思政教师通常承担多项职责，包含教学管理、行政

事务和档案管理等，需要在多重任务中转换身份，任务中压力大，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7]。同时，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缺乏人才激励机制和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难以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保

障教师具有良好的晋升机会，不利于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 

4. 加强高校思政主体建设的路径 

4.1. 强化重视程度，提高建设效率 

高校应该把建设一支强大的思政教师队伍作为提升思政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并将其作

为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高校应加强对思政教师队伍的培养和管理，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和

管理机制，以确保思政教学的有效实施和质量的提升[8]。多渠道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思政教师队伍

行列，提升思政教师队伍的综合水平。同时，高校也应重视思政教师队伍结构建设，鼓励青年教师发挥

主动性热情地投入工作，资历深厚的教师则应利用丰厚的教学经验指导青年教师进行教学实践，从而形

成一支具有教学热情和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高校应大力投入资金来进行学科建设，将思政课作为一门

重点学科来进行培养和发展，以提升思政学科实力以及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4.2. 坚决落实培训工作，提升教学能力 

高校思政教师的能力水平是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升思政教师的教

学能力是当前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高校应根据教师的能力和需求，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

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以便让思想政治教师掌握最新的理论知识和教学方法[9]，为培养学生行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筑牢根基。此外，高校应积极组织针对思政教师的相关培训活动，例如开展学术沙龙活动，

让教师在沟通交流中相互借鉴、汲取经验、转换教学思维，从而提升教学能力。最重要的是高校应提供

更多的实践学习机会给思政教师，让他们到国外、企业、红色革命基地等交流学习，拓宽其教学视野，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411


杨文吕 
 

 

DOI: 10.12677/ae.2023.135411 2616 教育进展 
 

为其发现优质教学素材提供现实渠道，从而提升其教学水平。 

4.3. 完善制度建设，健全保障机制 

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受到高度重视，还需有完善的制度保障。首先，完善思政教师队伍建

设管理体制，深入研究和进行合理规划，明确教师职责和任务，避免思政教师身兼多职而无法专注于教

学。其次，高校应当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激励和评估指标体系，将思政教师的总体收入与其教学质量紧

密结合，将其薪酬、岗位津贴等纳入考核范围，以此来激励教师更好地发挥自身潜能。同时，高校应当

制定完善的晋升机制，保障人才队伍的上升通道，确保思政教师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吸纳更多优秀

人才进入思政教师队伍[10]。最后，高校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人文关怀的重要作用，注

重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积极听取教师意见，完善相关保障制度，为思政教师队伍创设良好的教学

环境。 

5. 结语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加强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只有重视思政教师

队伍建设，才能保证高校思政教学水平和质量，才能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因此，高校应从多

方面着手，重视当前思政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加大对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增加教

师实践培训机会，完善制度建设和健全保障机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落实好立德

树人这个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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