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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也意味着迈进了崭新的时代，这为高校思

政教育工作带来新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提出了新要求。对此，高校思政教育应深刻意识到现

阶段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坚持人本教育目标、巩固马克思指导地位、以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为核心，继而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准确把握新方向、正确认知新趋势、真正肩负新使命、努

力实现新诉求四个维度，积极探索思政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路径，切实转变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和

水平，以此来重新散发出高校思政教育事业的生机与活力，为广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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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ccessful convening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so means entering a new era, which brings new opport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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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challe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regar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deeply awar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this stage, that is,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dhering to the goal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consolidat-
ing Marx’s guiding position and taking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as the core. Then, on this basi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new direction,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new trend, truly shouldering the new mission and striving to realize the new demands, actively 
explor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f-
fectively chang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 education quality and level, so as to redistribute 
the vitality and vit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
tect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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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思政教育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和党的领导高

度重视我国在各个阶段、各个时期的思政教育工作是密不可分。高等院校作为我国高质量创新人才的培

训基地和聚集地，作为我国日后发展建设力量的主要来源，其思政教育工作始终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方

向和水平，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更是重中之重。近些年来，在我国改革开放持续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都对高校思政教育工

作提出了全新要求。提高和深化我国思政教育教学工作，关系到新时代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在当前新形势、新问题以及新情况的现实境遇下，怎样将思政教育工作与

我国社会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如何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优秀接班人，是当前高校

思政教育工作者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2.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一) 强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 
党重视对思想意识的引领，应进一步深化高等院校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以及新时代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等思政教育的急切性以及重要性的充分认知[1]。高

等院校思政教育能够有效帮助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思

政教育，它的教育效果和质量将直接影响着当代大学生思想意识工作，必须高度重视，严抓不怠。 
(二) 坚持人本的根本教育目标 
高校应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提高到核心位置，习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将立德树人渗透到高校

思政教育中，渗透到文化理论教学中，渗透到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这充分体现出了新时代中国高校思

政教育的人本原则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所开展的。因此，高校思政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时代新人应具有长期

发展的眼光，必须要从长远考虑，将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和我国中长期建设目标全部融入到高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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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思政教育当中。习总书记强调“要重点培养勇于肩负民族伟大复兴责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全面健康发

展的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与合格接班人。”不仅要求当代大学生有才有德，同时还能有责任有能力担任

其实现中国梦重要使命。我国高校思政教育所培养的时代新人既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又懂得新时代我

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可谓是信心十足[2]。 
(三)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应切实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理路方法融

入到思政教育及其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时代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到

高校思政教育教学中，能极大程度的提高当代大学生在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体系下深刻认知世界以及改

造世界的水平和能力。新时代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引领下的思政教育教学的政治立场实际

上就是努力实现中国梦，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抱负。 
(四) 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核心 
高校思政教育是为我国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接班人，要求他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想要实现

中国梦，就需要当代大学生具备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所需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在新时代

阶段，我国日后经济建设与发展与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是密不可分，它将引领我国经济向更

高质量迈进。由此能够看出，新时代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也是高等院校思政教育的核心。 

3.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径 

(一) 准确把握思政教育新方向 
首先，将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融入到教材中。高校思政教育包含理论课程和日常教育这两个部

分，其中思政理论课程是开展思政教育的核心渠道。为了进一步提高思政理论教学的时效性，就要高度

重视教材的时代性以及科学性。因此，在最新出版的思政教材中加入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也就是习总

书记提出的中国化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符合当前我国发展现实的科学理论体系，同时还是

高校思政教育革新发展的重要引领。思政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和理解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掌握国家发

展形势的全新变化。高校应积极组织广大教师学习和掌握新时代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背景、

蕴藏的内涵、占据的历史地位以及精神要义与战略部署。 
其次，将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透到课堂中。思政教育工作者在日常教学与生活中应始终坚持以

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身体力行，将其融入到思政理论教学和日常教育当中，优化工作方式

方法，不断挖掘不同方面的人才培养因子，不仅要传授其思想中蕴藏的理路价值，还要阐释其中的精神

内核、政治立场、责任使命，以此来引领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目标和理想，将理论内容与实践生活有机

结合在一起，真正为现实生活而服务，而非仅仅停留于表面。高校思政教育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技术，来

丰富教学内容，拓展思政教育场域，更大限度的发挥思政教育的积极作用[3]。 
最后则是将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内化到头脑中。这是思政教育的终极目标，融入教材、渗透到

课堂中都是为了实现终极目标所采取的有效手段。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高校思政教育应革新

思政教育的打开方式。目前很多高校创新了思政理论的教学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知名网红教师的采访，

比如上海复旦大学在传授思政理论知识时，充分融入了《周易》以及《狼图腾》等传统著作，借助其中

的内容来诠释相关理论[4]。此外，也有很多教师采取的教学方法在学生看来较为奇怪，既没有吸引学生

注意力，也没有将理论知识渗透到学生大脑中，反而是降低了教学效果。针对这种现象，急需探索出一

种联合家长优势的高效教学方法。其二高效思政教学内容必须付出实际行动，才能使其落到实处，看到

实效，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学生价值标准以及行为规范当中。基于此，需要思政教日常教

学要结合我国现实发展情况、学生现实生活、国内外当下真实状况等，直接面对难点、聚焦核心，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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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社会事件背后暗藏的人才培养因子，继而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以及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来将以诠

释。 
(二) 正确认知思政教育新趋势 
首先，依据因事而化理念，提高高校思政教育的亲和力。所谓因事而化主要指的是充分遵循思政教

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在思政教学过程中宣讲真实故事。在传授理论知识时，思政教师应搜集大量素材，

将无聊枯燥的理论课程与感人的真实事件结合起来，使广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所学知识。教师可深度挖掘

党在抗战中的红色事迹，通过生动的教学语言将其讲述出来，或是以影片的方式播放出来，以此来打动

学生，强化人文关怀，真正让思政课程活跃起来，从根本上提高其亲和力。辅导员应在平时教学中，多

观察各位学生的思想变化，尽量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难题，进一步提高亲和力。特别是在目前网络

飞速发展下，网络中充斥着大量不健康信息，一些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需要思政教

师的及时疏导，引领他们分辨是非，主动抵制负面信息的侵害，加强对主流思想意识的肯定与认同。 
其次，依据因时而进理念，提高思政教育时代感。高等院校应把握正确的历史新方向。其一，思政

教师应根据教材变革，将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到教学中，帮助学生认知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科

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全方位系统化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最新理

论成果，向广大学生阐述特色化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的理论依据，使他们充分理解特色化社会主义迈向

新时代的特点与内涵。与此同时，还要依据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的各种巨大变化，来体现以党为领导的

必要性；根据党十八大后所取得了新成果，来坚定学生们特色化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体制

自信以及理论自信。其二，高校应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改革开放等专题组织形式多样的讲

座、竞赛和文化体育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内容全面的校园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对广大学生

实施潜移默化的教育[5]。 
最后，依据因势而兴理念，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该理念重点强调的是高等院校应全面认知和了

解思政教育面临的全新形势。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巨大转变，我国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使得西方列国纷纷加强了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肆意渗透，社会多元化思想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

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互联网信息传播范围广、效率高、速度快，导致外部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为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带来了诸多挑战。对此，高校应充分把握意识形态，抓住其话语权，明确培养目标、

培养方式，将思政教育提高到突出位置，并加强对广大思政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和运用能力的培养，让思

政教师不仅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又能熟练的运用信息技术。 
(三) 真正肩负思政教育新使命 
首先，要让学生真正意识自身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习总书记对当代青年

大学生思想教育明确提出了五个希望，主要是为了让广大青年学生了解和认知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与悠久

的历史，促使全体青年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从时间维度课上看，青

年大学生为社会做贡献和努力实现中国梦存在着高度契合，因此，高校应抓住这一契合点，全面引领广

大学生坚定对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对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要加强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其一要引领大学生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到社会理想中，探索自身价

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交叉点。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中，思政教育不仅要强调社会价值和学生自我成长成

才，同时还要强调他们自身价值在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要努力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之处，将个体

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充分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在实现自

己的目标时也能实现社会理想。其二，则是要引导学生正确理性的看待理想抱负，根据自身情况科学制

定目标，并争取早日完成。对于理想抱负，它的实现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和坚持奋斗，只有敢于拼搏、

不怕困难，最终才能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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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提高学生的忧虑意识。在思政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对比教学法，通过横纵双向对比来引领

学生全面正确认知新时代。详细来说，在纵向对比上，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历

史和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现阶段，我国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值得全国人民自豪。而从横向对比上看，相对于其他西方强大的国家，我国当前仍旧存在许多不足

之处，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因此，在感到骄傲的同时还需深刻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将遇到的挑战转

变成新的发展机遇。 
(四) 努力实现广大学生新诉求 
首先，对各个阶段的大学生，应实施不同的思政教育方法。对入学新生来说由于刚刚进入校园，对

高校生活及思想政治课程都还不够熟悉。思政教师可在日常教学中积极主动的关心新生的思想动态，帮

助他们尽快融入高校生活。对大二大三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正处在最关键最重要的时期，思政教师应

多鼓励和引导他们踊跃参加校园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以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而对于大四的毕业生们

来说，因面对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思政教师随时观察他们的心理和思想动态，并设置就业指导课程，

使毕业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只有切实解决广大学生的现实问题，充分满足他们日常生

活中的急切需求，才能真正使其坚定我国特色化社会主义的体制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以及理论自

信。 
其次，对各种程度的大学生，也应使用不同的思政教育方法，教师应充分结合学科的具体情况来合

理划分班级。一些高校在对入学新生开展公共课程之前，通常会对他们进行一次分班测试，根据测试成

绩来划分班级。对此，高校思政教育也可参照这样的方法合理分班，这样有助于日后在思政教学中实施

个性化教学，更好的满足程度和层次不同的学生需求，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教师传授的思政知识。 

4. 结语 

我国在新时代对高校思政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习总书记在全国思政工作大会中，明确指出思政教

育应遵从广大学生发展规律，因此，创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首先应明确新时代的具体要求，了解思政教

育的新内容，继而通过切实可行的路径，来全面创新和改革思政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方法，从而更好地

引领广大学生深刻认知新时代自身肩负的重大使命和责任，切实提高思政教育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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