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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衔接教育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构建的问题，包括教育的

目标、内容、方法以及实施环节等。针对当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出现的断层现象，研究提出四

个方面的实施路径：科学做好顶层设计工作、发挥好各阶段学校的相互协同作用、积极创新大中小学思

想政治教育的沟通机制和更加牢固地夯实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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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 problem of the overall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第一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5118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5118
https://www.hanspub.org/


查恬奕 等 
 

 

DOI: 10.12677/ve.2023.125118 759 职业教育 
 

It includes the goal, content, method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primary schools and secondary schools appear 
fault phenomenon.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4 aspects: do a good job 
of top-level design scientifically. We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y between schools at different 
stages. Actively innovate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more firmly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fami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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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加强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明确提出要在

大中小学按照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方式来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党和国家培育时代新人的具体实施

路径中，注重调动和发挥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是办好、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新时代背景下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不同教学阶段所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同一门课程，把握好各教学阶段的有效

衔接，实现各个教学阶段的教学目标和整体目标相统一，推动新一轮思想政治课改革是一种趋势所在，

也是现实的社会发展需求。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的发展需要，其具有指导思想的时代性、内容的全面性和全员参与的普遍性。新时代大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

则，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遵循以下四个实施路径进行研究。 

2. 科学做好顶层设计工作 

2.1. 健全和完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统一领导体制 

随着新时代社会发展，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推进趋势也在不断的发展，要求建立健全领导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推进的领导体制。教育主管部门需要破除原有管理体制的壁垒，从整体性出发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化发展，需要通盘进行考虑，在管理层面形成整体有效衔接机制和组

织保障措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充分发挥各学段的教育功能，又可以在整体上保持完整性，维持连

续性，保障通畅性。 

2.2. 构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教育目标体系 

各学段需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小学阶段重在道德情感启蒙，初中阶段

重在思想基础的加固，高中阶段重在政治素养的提升，大学阶段重在使命担当感的增强，通过细化各学

段的具体教育目标，可以让我们队各层次的教育任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进而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

育的协同发展。要统筹设计好总体目标，然后各学段的分目标以总目标为指南，同时也要体现自身的特

殊性，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循序渐进、螺旋上升，逐步引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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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各学段各学校思想政治教学活动的直接依据，直接影响着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能有效衔接的重要因素。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需要以更

高的站位、更宽阔的视野对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衔接作通篇布局和顶层设计，将这种顶层设计转化

为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分计划，明确课程衔接目标、理顺课程衔接内容、完善课程衔接标准，进而改

变各学段在课程衔接上出现的“各自为政”现象，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课程衔接体系。要进一步

加强课程衔接目标设置的整体性、明确性，构建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衔接总目标、学段课程衔接目标、

年级课程衔接目标组成的层次分明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衔接一体化的课程目标体系。 

2.4. 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的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根本依据，也是课程的重要依托。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在教材建设中需要遵

循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性，尊重学生的接受能力，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在内容上需要具有连续性和

贯通性，同时还要体现出一定的梯度和层次，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层级跃迁、有序过渡，

提升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和可读性。 [1]思想政治教育教材需要进行统一规划，建成有效衔接

的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教材内容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设计。进行教材编写时各学段之间需

要及时交流，做到各学段之间的有效衔接，可以组织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各级各类专家，共同

研制思政课教材编写的理念、标准和内容，需要重视各学段思政课之间存在内容交叉、重复和倒挂等问

题，将理论资源转化为教材资源、教学资源、有效资源，进而真正推出一套既体现整体性又突出层次性

的思政课教材体系。 

2.5. 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设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直通车，畅

通思政课教师一体化渠道，各学段思政课教师之间需要及时进行交流和沟通。大学思政课教师可以到中

小学去兼职教学，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也可以到大学思政课堂进行观摩和学习。需要经常召开大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研讨会，通过研讨会可以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就需要各级教育主管

部门为此出台政策，方便各学段教师之间进行交流，为其创造更好的条件。 

3. 发挥好各阶段学校的相互协同作用 

3.1. 强化各学段协同育人理念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全员参与、全过程贯穿、全方位协同育人的大思政立体格局支撑。

各学段由于年龄的差异性，需要根据他们的年龄和身心发展规律设计不同层次的教育，这也是教育规律

在实践中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注重本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与其他学段思想政治教育的

协同效应，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衔接，所以需要强化各学段之间的协同育人理念。随着新时代教育科技

发展，各学段需要积极探索有效育人途径和方式开展协同育人，比如劳动教育及通过互联网开展协同育

人等。 

3.2. 搭建信息化的协同育人平台 

搭建信息化的协同育人平台是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重要环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

展，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新技术的引进对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都产生的深远影

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信息化的协同育人平台，也是顺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需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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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时代信息技术对教育信息化具有突破时空限制的作用，可以将教育信息化快速传播。在大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下，需要建立各学段思政教师伙伴关系，还要建设一个官方的思政网络

共享平台。打造一个思政教师合作互动平台，首先要落实信息化设备配备、教师培训等基础设施，其次

需要建立网络平台资源，促进优质思想教育资源的共享。 

3.3. 创新实践性的协同育人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有很多，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一定的媒体传递给受教育者，载体在中

间就发挥着主要媒介作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开展对育人载体提出了新要求，需要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创新校园文化载体。比如完善设施，合理

布局一些建筑及场所，用以满足新时代发展的文化充实校园等，使师生都可以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思

想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塑造，这属于很好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开展好各类活动，比如走出校园的

社会活动等。 

3.4. 优化层次性的协同育人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开展思想教育活动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接受、内化和外化思

想教育信息活动的过程；同时还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中介物，比如教育手段、教育内容和教育

途径等。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就需要优化层次性的协同育人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者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和献身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事

业的理想，其次要树立全过程育人的理念，根据各学段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明确不同的培养目

标，在规定的教材和教学形式之外，需要创造性的组织教育教学、教材编写活动开展等各种形式的全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等创新。 [3] 

4. 积极创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沟通机制 

4.1. 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衔接意识需要强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学生和思想政治观念之间的桥梁，其自身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和

行为习惯的养成，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发挥这一职业的光芒，进而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增添

色彩，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把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落到实处，让学生按时、及时和高效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完

成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使命，强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

接是有层次性的，各学段的学生都有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思想道德认知，学校需要对学生进行连贯的

和有层次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更好的使其健康成长，并且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提升教育效

果。 

4.2. 大中小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连续不断、持续发展的过程。由于各个地方教育发展程度受当地经济

发展影响，出现参差不齐现象，不同的学习阶段出现断层现象。通过加强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实现各学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 
加强大中小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学校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访问、开展座谈等形式，

对不同学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情况进行相互了解，实现小学与中学的互通、中学与高校的互通等。在了

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程度的基础上，后续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能更加科学合理的依据情况制定相应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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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方案，更加清楚的连接上一阶段的内容，减少相互之间的空缺。 

4.3. 健全和完善学生成长建档制度 

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原来的档案制度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教育需要，健全和完善学生成

长建档制度可以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提供强有力支持，为学生各学段的教育管理提供支持。

成长档案可以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情况，学生成长建档制度可以更好的管理学生，同时也会对学

生产生约束和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自身行为。档案对学生成长过程的记录时间较长，可以

克服长时间的困难，实现各学段的有效衔接，通过档案记录能够更方便地对以往情况进行了解，以便更

好的与前一阶段有效衔接。健全和完善学生成长建档制度需要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学生成长档案管理措施：

1) 规范学生成长档案管理过程；2) 加强档案管理队伍建设；3) 培养学生的成长建档意识。 

4.4. 创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评价体系 

要增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评价体系的评价实效，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法需要按

照各学段特点进行科学的创新设计。 [4]当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存在形式化比较严重的问题，

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明显。因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主要靠个人行为规范评价和考核完成，

这些评价都不能很好的全面反映实践过程，评价流于形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评价体系不能充

分发挥其效力，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表现情况，不利于学校的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效衔接。 [5]因此，需要通过创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化评价体系，来帮助实现大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 

5. 更加牢固地夯实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基础 

5.1. 提升家庭教育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家庭教育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格修养和道德素质都有着重要影响。青少年时期学生人格逐渐

形成，接受良好家庭教育的学生都具备基本的人格修养、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而缺乏正确的家

庭教育的学生容易有偏执和孤僻等行为，这就对了孩子后期教育产生不良影响。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是以培养孩子正确的三观为前提的，三观正，学生的能力越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正作用就越大；三

观不正，学生能力越强对国家和社会的副作用就越大。家庭教育对学生的三观培养起着重要作用，良好

的家庭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5.2. 增强家庭教育参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 

家庭教育参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教育中的原生动力，通过家庭教育参与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教育可以影响学生的良好的思想品德，由此需要引导好家长积极参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去。积极扩

展家庭教育参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为家长参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便利。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社会影响相互联动，相互支持，各方需要共同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家长积极参与到大中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中。 

5.3. 优化家庭教育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互补性 

提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相互认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都去发挥

作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需要相互认同。家庭教育有着亲情的感染性、方式的灵活性、教育的及时性

等优势，学校教育则更富有目的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等优势。家庭和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两个重要场所，

两者需要相互弥补、相互合作，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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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加强家庭教育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性 

加强家庭教育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性，家校互动，相互配合，产生家校共鸣，这样才能

提高家庭教育参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加强平台建设，方便家长与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学

监督和课程改革等，学校需要多听取家长的建议，并及时采纳家长的合理建议。家庭教育的互动和融合

需要顺畅融洽，最终形成教育合力。 

6. 结语 

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在教育效果上追求高质量，那就是满足

青少年知识、能力、情感各个方面的更高需要，培养服务于新时代发展的合格人才。针对当前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衔接出现的断层现象，可以从四个方面的实施路径来解决：科学做好顶层设计工作、发挥

好各阶段学校的相互协同作用、积极创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沟通机制和更加牢固地夯实家庭思想

政治教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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