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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可以看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是时代的需要，

办好中国高校，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也是我国面临的新的挑战。中国要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就必须

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教育实效，使教育在民族复兴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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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ech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fere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ha-
siz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un Chinese sociali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ll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t is also a new challenge for China to run Chi-
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ll and establish world-clas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whole-course and all-round education, China must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sociali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give education its due importance in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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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1]。”由此可见，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高

我国高校的教育水平即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待，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是我们共

同面对的时代任务。 

2. 我国高校教育基本现状 

2.1. 我国高校教育的现状分析 

高等院校指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培养对象，实施高等教育的全日制大学、独立学院和职业技

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职工医学院、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

普通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等。同时，我国的高校又有民办和公办两种属性。从高校的定义可以看出我国

高校数量比较多，而且各院校各有所长，中国的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高校扩招使得人

们接受高校教育的机会大大提高，但是扩招之后也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首先是“学校资源的不均衡和有

限性，不均衡现象不仅存在于学校之间，也存在于学校内的不同学院、专业；有限性是指国家对于高校

的扶持资金和政策都还有不充分的地方”[2]。学生增多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水平不

能得到的保证。在互联网信息大爆炸背景下，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培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在的大学生

在互联网上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网红”远比国家领导人更引得学生关注，微博远比“学习中国”

的使用率高，娱乐新闻更比政治新闻更吸引学生的兴趣。不仅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的混乱现象极大的影响

我国高校的发展，教学机制也是造成现有高校教育认同度低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育

效果，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高校的性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国，各高校的公共必修课

都有思政课，但是从相关专家的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高校学生大多都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重视度不高，

普遍认为课中所讲的理论是大、空，和自己生活没有太大关系。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作为中国的公民，接受和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必要的，但是相比我国社会

主义价值观，国外的享乐主义在高校更有“市场”“躺平”现象在高校就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高校是为

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习近平同志指出高校一定要明确“为谁培养人”。高校思政课如何生动有趣，是

我国高校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2.2. 坚持“立德树人”是中国高校教育发展的应有之路 

2.2.1. 坚定新时代、新要求 
从中国优秀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教学机制等都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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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比如汉武帝创立的“太学”，洋务运动时期的“京师同文馆”都独具时代性，每一代的学校教

学都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因此，中国高校的发展也必须要有时代性，新时代要进行创新以求更

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高校教育进行了多次的改革，高校的种类也丰富多样，

学科划分越来越细，那是因为，我国社会发展需要更加专业的人才，并且划分重点高校、普通高校、

艺术类高校等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么，从习总书记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中

国高校教育迎来了新时代。首先是中国梦的历史任务，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

蓝图，高校作为为社会发展输送人才的机构有着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同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主题是：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局面。这里的“新局面”就体现了我国高

校有了新的要求。所以要创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就必须放在这样新的时

代背景之下。 

2.2.2. 明确高校社会主义的性质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

的高校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国高等教育的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

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1]。”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就指出了

我国高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性，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在新时代创办中国高

校的原则，更是立德树人育人的底线要求。 

3. 推动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原因分析 

3.1. 历史背景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之下，造就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中国作

为四大文明古国，拥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于当代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孔子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有利于现代社会和谐，儒家的“仁”也符合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友善”，《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是指导在现代竞争中取胜的有效战略，还有

很多类似的例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高校的中国特色是包括中国特有的传统文

化的中国特色。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高校即是

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应用。 

3.2. 时代要求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求我们的高校走的道路也必

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实现第二个 100 年的目标还需要很多高质量的人才，中国独特的国

情和发展道路要求我们的人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才，比如，我国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反对西方的

个人主义，那么作为一位合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就必须坚持集体主义，要有奉献意识。世界上

有很多国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提出质疑，在这些质疑声中，高校就要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生坚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

社会社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在多元价值竞

争的今天，坚定高校社会主义性质，弘扬社会主义都是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挑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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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实现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对策分析 

4.1. 顶层设计坚定社会主义性质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高校必须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

高校要坚持为中国培养人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培养人

才，这些都是中国高校在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性问题，也是我们衡量高校水平的首要前提。要坚定社

会主义性质，就要求高校教育的顶层设计就要坚定意识形态，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上也要始终围绕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方向，培养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社会主义人才。 

4.2. 丰富教学内容 

现代的大学生思想活跃，B 站、抖音的广泛应用下，更讲究“新”，更喜欢“多样”[3]。因此高校

在课程设置上可以进行创新，在坚持以专业学习为主的前提下，增设一些培养学生兴趣的学科，但是必

须注意的是，增加的“新”的知识必须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容。教学内容不仅局限于已成

文的大家著作、历史文献，可以添加领导讲话，名人日记等内容，只要能提高学生的能力又不违背社会

主义教育原则的内容都可以引用为教学内容，甚至于教学内容可以让学生在教师允许范围内选择，其次

特别是思政课程，要重视对时政内容的补充，要培养学生关注时政、分析时政的能力，从关注和了解开

始，形成学生的时代责任心和使命感。 

4.3. 创新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 

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就必须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读图时代”[4]，
单一的教、授形式已经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大大降低，因此我们在教学形式上

要进行创新，结合学科特色开展各种互动，教学地点也不要局限于教室、实验室，可以学习西方在室外

教学，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并且高校教师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创新教学方法，善于学习运用新的教学

手段，比如通过翻转课堂，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思考的能力，“立德树人”就强调要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既强调学生思想价值观，也强调学生的能力，“立德”的目的是“树人”二者既是目

的，也是手段，翻转课堂能增加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改变学习习惯，从被动学，

变为主动学，带着问题学。其次要运用丰富的教学平台，如学习强国，学习通等，拓展学生的学习范围，

丰富学生的学习方式，课堂教学和网络平台相结合，让学生能更快的内化相关知识。最后，要重视发挥课

程思政的作用，课程思政是在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过程中，除思政课程外的另一重要平台

和手段，在“立德树人”教育中，发挥学校各学科，各部门的教育力量，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4.4. 严格要求高校领导的行政能力，教师的教学能力 

高校教学水平是师生参半决定的，但是在中国高校发展中，我们必须对学校领导、老师作出要求。

“首先，学校的领导老师必须要有坚定地政治信仰，其次，要求深厚的文化水平，最后，要有良好的人

品和人生追求[5]。”教师是学生模仿学习的对象，因此教师必须要树立良好的榜样，只要学校的风气好，

必然能促进中国高校的发展。学校要重视教师对师德师风要求的学习，校领导要对具体“立德树人”教

育相关环节和内容熟练掌握，比如，学校进行课程思政建设，那么相关领导要首先明确什么是课程思政，

哪些因素可以调动参与到课程思政建设，以及相关的资源都需要高校领导大力支持。 

4.5. 善于发挥校企合作的作用 

“立德树人”培养的最终是具有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坚定信仰的人才，社会教育也是学生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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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仰，专业能力提升的重要一环，实习是学生正式走出校园之前的一次试炼，这个阶段既能得到学

校的帮助和指导，也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综合素质，反思自己，在学生第一次正式实践的环节，有的学

生会对社会现实产生困惑，对自我进行否定，这个时候学校和企业合力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加以引导，效果必然显著。 

5. 结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无论是国际竞争还是国家发展，都需要高素质的，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

人才，国家的发展靠的是人才，国际的竞争也包括人才的竞争。因此高校教育不能只是注重学生能力的

培养，更要强调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要为党育才，为国育人，就需要落实“立德树人”，从

顶层设计，到课堂教学，都参与并体现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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