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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思政课建设需要条件

与基础，中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为思政课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四个自信”的不断增强为思政课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的积累为思政课建设提供重要基础。深刻把握这些思政课建

设的条件和基础，对于改善思政课的建设效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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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undred-year plan, education-oriented,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 needs the condition and the foundati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ttaches great impor-
tance to the education work to provide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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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the “four self-confidence” provide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 The regular understanding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provid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rasp the conditions and foun-
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o train new people from the times who have taken on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o train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ho have 
develope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beauty, to build a strong 
educational country and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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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的高度重视是思政课建设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1]教育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体系的建设，这为思

政课的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 

1.1. 党的高度重视是形成思政工作格局的根本保证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 2005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和 2008 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都指出，思政课在

“一些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各方的不重视是导致思政课建

设效果不尽人意的重要因素。要想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各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党对于教育

工作的重视为思政课建设提供根本保证。这就要求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下有关部门各负

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思政课建设工作格局中党委统一领导处于优先地位。

各级党委要将思政课建设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总体布局，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提上重要议程。党委要

做好“关键少数”，起好带头作用。党委书记带头走进课堂，提升自身理论水平的同时做到从严治理、

科学管理；带头推进思政课建设，切实有效实施工作规划、工作部署、政策措施等；带头联系思政课教

师，只有多交流才能关注他们的诉求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党政齐抓共管，充分

发挥学校党政工团的职能作用。主要途径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新时期教育方针的方向，二是

建设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三是检查课程实效和监督各部

门工作。同时，有关部门各负其责，教育部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要将思政课的教学实效纳入高校评

估的重要指标，纳入学校党的建设和教育教学评估系统。全社会协同配合，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

会教育相结合。这不仅仅是三者简单地相加，而是要形成教育链，做到协调配合、互补短板，形成思想

政治教育的最大合力，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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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党的高度重视是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要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

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2]思政课建设的核心

在教师，有什么样的思政教师队伍就有什么样的思政课。教师队伍要以专职教师为主，聘请专家兼课，

做到数量充足、素质优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建强教师队伍提出了六点建议，可归结为三方面内容：

一是胸怀要广，心存政治信仰和家国情怀。政治信仰要求思政课教师必须着鲜明的政治底色，坚定马

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只有这样才能用信仰的力量感召学

生，以科学的理论赢得学生；家国情怀要求思政课教师内心要深深植根对国家的认可和深厚的感情，

只有这样，教师才能通过言传身教唤起学生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二是专业素养要高。思政课

教师思维要新，要擅长研究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教育引导

学生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要拥有宽广的历史视野、知识视野和国际视野，

通过生动活泼和深入浅出的教学活动将知识讲清楚、讲透彻、讲灵活。三是要有师德。思政课教师

自律要严，要做到“慎独”，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用正能量感染学生，用行为感召学生；思

政课教师人格要正，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人格，以身示范，用爱意温暖学生，用高尚的德行真正赢得

学生。党对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视，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保证，尤其是党员教师应该为教师队伍起到

带头作用。 

1.3. 党的高度重视是发挥思政课协同效应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3]思政课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思政“小课堂”的建设必须形成协同效应，

各门课同向同行，各部门相互配合，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交汇互通。党的领导为实现思政课

的协同发展提供可能。 
思政课与其他课程协同。一方面各类课程配合好思政课，实现各类课程思政化。重点要实现教材思

政化，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融入典型事例或人物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学生的思考方式形成潜在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思政课的教育，提升道

德修养以促进专业课的学习。只有实现了“立德”的目标，“树人”的工作才有意义，才能培养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协同。第一课堂是灌输知识、形成思维的主渠道；第

二课堂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重要活动；第三课堂是学生创造知识、发表言论的重要途径。

要实现三个课堂协同，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要建立三个课堂联动的教育培养机制，从学校层面加大鼓

励三个课堂结合的力度；二要以第一课堂为主，重视第二、三课堂，重视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培

养；三要规范管理，将第二、三课堂纳入考核体系；四要运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同时要注意教会学

生辨别纷繁复杂的网络思想。 

2. “四个自信”是思政课建设的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经过不断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为办好思政课提供了有力支撑。“四个自信”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实践，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对我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凸显。

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四个自信”何以支撑思政课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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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四个自信”是坚定思政课主体理想信念的坚实基础 

思政课的主体是思政课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四个自信”通过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进一步坚

定思政课主体理想信念。 
“四个自信”为坚定思政课主体理想信念提供理论指导。“四个自信”在根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自信，直接来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

魂，是当代中国人信仰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为坚定思政课主体理想信念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所追

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最崇高、最科学的社会理想，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信念；

第二层次的理想信念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4]。 
四个自信为坚定思政课主体理想信念提供实践依据。四个自信建立在 4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之上，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共产党不断进行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中心的

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

核心的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入新时代，回答了“在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

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

论体系的科学性，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

学性，为思政课主体坚定理想信念提供实践依据。 

2.2. “四个自信”是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素材 

思政课教什么？思政课就是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

2018 年，教育部对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教材做出修改，新版教材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点内容进行编排，“四个自信”作为习近平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就是高校

思政课的重要内容。思政课要解释清楚“四个自信”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讲清楚“四个自信”的基本问

题，让学生熟知“四个自信”的内容，讲清楚“四个自信”的精神实质，讲透彻“四个自信”的科学依

据，讲生动“四个自信”的精神支柱作用。党的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新时代新思想新理论的确立。“四个自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

据党情、国情和世情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要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讲好“四个自信”。 

2.3. “四个自信”是强化思政课建设的内在动力 

“四个自信”与思政课具有内在统一性。第一，内在性质的统一性，“四个自信”的精神实质就是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政课则承担着宣传党和国家意志的任务，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思政课社会

主义的性质，“四个自信”和思政课本质上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第二，阐释内容的统一性，思政课

和“四个自信”都深刻阐释为什么我国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创新理

论、社会主义制度有何优势、社会主义文化有何优势等重大问题；第三，人才培养目标的统一性，思政

课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人才培

养目标，而“四个自信”也旨在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坚定大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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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信”增强思政课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建国到如今 70 年的时间里我国始终重视政治宣

传工作，但在每个时期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苏东剧变后国内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改革开

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资”姓“社”的争论，国内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潮对于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冲击以及西方文化盛行导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冷落等等，“四个自信”直面这些现实中

存在的不自信问题，提出针对性的理论做支撑。而这些问题也是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疑惑和不明确的问题，

通过讲授“四个自信”主动回应学生的问题诉求，以学生的认识为中心有的放矢展开教学，解决学生的

疑惑，澄清学生的价值观，就是增强思政课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改革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是对办好思政课提出的总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和守正创新的方法要求思政课建设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建国以来，党和国

家领导人就十分重视思想宣传工作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建国初期诞生，在不

断解决各种矛盾与困难中发展，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经过 70 年的发展完善，思

政课建设形成了一些基本规律和经验，这些经验为思政课的守正创新提供重要基础。 

3.1. 完善课程设置 

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上，根据不同教育阶段学生身心特点。思想实际和理解接受能力，准确规范德育

目标和内容，科学设置德育课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思政课课程的开设呈纵向衔接、横向贯通、

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趋势，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服务。小学开设以公民基

本道德素质教育为基本内容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类课程；中学开设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为基

本内容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类课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四门德育课程。大中小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必须坚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2. 提高教师要求 

习近平指出：“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

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5]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经过 70 年的发展和完

善，也积累了充足的经验。第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高尚的道德素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有什么样的思政老师，就有什么样的思政课。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作为一个思政课老师必备的政治素

养，思政课老师就是要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要理直气壮讲政治。同时；同时，思政课教师必须具有

良好的师德品性，以高尚的品行感染学生，以人格的魅力感召学生。第二，提高职业素养，增强科研能

力。思政课教师应具有文化素养、理论素养、教学素养，教师应该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丰富完善自身的

素养。教师的工作职责就是教书育人，要想将自己的所知传授给学生，往往自身要对于理论有深刻的掌

握。第三，改进教学方法，探索教学新路径。思政课教师仅仅拥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和科研能力是不够的，

要想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还必须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路径。关注学生的兴趣点，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形成教师与学生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第四，发挥整体最优效应。除了对于教师个体的要求，

还要组建优化的团队，使每个教师教有所专，教有所长，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特长领域，以建立相互配

合的最佳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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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优化教学方法 

确立了教学内容和教师要求还是不够的，还要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第一，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学科建设是根本方法。不论教学方法如何改进，都是为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服务的，因此，最好

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师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

者，要教出“半桶水”，教师自身必须拥有“一桶水”，事实证明，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好坏往往取决于

思政课教师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和了解程度，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让教学建立在科研的基础之上，思政课教学方法的问题也就会得到最大的解决。第二，提高思政课老师

素质是关键方法。思政课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中央各次关于思政课的会议和文件总是对思政课教师素

质提升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并将其作为思政课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条件。教师在思政课中占

据主导地位，提高教师对于教学方法运用的素质和能力，便是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第三，突出学生的

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是思政课教学方法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第四，即时创新教

学方法，实现教学方法现代化，从思想理念、课程设计、组织方式、技术手段、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创

新，尤其要注重使用新媒体技术，搞好“第三课堂”。第五，积极开展实践教学，以提高思政课程的实

效性。第六，创新学生考核考评方式，以考核方式作为课程导向，以考核方式吸引学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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