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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序是时间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表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的整体安排。以时为序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制约着一体化建设的系统安排；遵

时守序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客观需要，确保一体化的目标的顺利达成；因时制序是大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推进路径，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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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 sequence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im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Taking time as the order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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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which restricts th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bserving the time and order is the objective nee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to ensure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integration; timing is the promotion path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which realizes 
education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laws. 

 
Keywords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d, 
Sequential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1]。”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对大中小德育一体化、思政课一体化等相关课题

进行了广泛探讨。为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面对新的任务和挑

战，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强相关研究可以促进不同学段之间

的交流合作，提高协同统筹能力，进而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核心是

将分散和孤立的教育过程进行整合，让不同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促进。因此，

关键在于理顺教育过程中的时序问题，使不同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衔接、有序推进。这样才能够真

正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化，形成紧密的联合和统筹，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时代新人的身心发

展规律。 

2. 以时为序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时序是指时间的序列，呈现为时间的先后顺序和间隔长短。不同的时序见解中蕴含了对事物发展过

程和系统内部安排的不同认知。《庄子·知北游》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展现了古人以时

为序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客观存在于一定的时空限度之内，总是自觉或不

自觉地遵循某种时间安排，形成独有的时序。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融通各个学段的思想

政治教育，避免各学段安排得混杂不清，因此以时间为序是其内在要求。 
第一，以时为序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一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对教

育时序十分重视。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不同层次和年龄阶段的人

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普及小学教育。可见，我党在历

史上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并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制定相应的教育目标和方法，形成了一套行之

有效的时序要求。二是新时代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教育时序的要求。2022 年，中宣部、教育部印

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提出按照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小学阶段

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打牢学生的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大

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根据学生成长规律，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构建大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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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思政课课程体系[2]。这一方案指明了当前思想政治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对大中小学各个学段的

思想政治教育重点作出规定，明确了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应讲求教育时序，按照时序执行相应的教学任

务。三是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需要进一步探索教育时序。党的二十大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新

的部署和谋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好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思维来整体思考

和全局谋划，把对时序问题的思考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

党的未来和希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思想政治工作者理

应从学生成长大跨度的一贯共性和小阶段的各自特性出发，从时序的视角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

以期实现长周期的愿景目标。 
第二，以时为序规定了大中小学的双重基本向度。一是“大–中–小”，二是“小–中–大”，不

同的学段排序代表了对大中小学一体化问题的不同见解(见表 1)。“大–中–小”是以时代新人培养目标

为导向，由前一学段为后一学段的培养目标打下基础，即大学教育向中学教育要求基础，中学教育向小

学教育要求基础。经大学培养的人才即将进入社会生产服务的各行各业，需要具备成熟的思想政治素质。

而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培养不能仅靠大学教育几年的尺寸之功，中学应该为大学输送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

素质的学生。同理，小学应该为中学输送具备基本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学生。可见，“大–中–小”为主

导的时序见解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各阶段目标的达成，并且将最终目标的实现作为衡量一体化建设成效的

尺度。“小–中–大”是以学生成长规律为导向，由后一学段的培养过程为前一学段拓展深度和宽度，

即中学教育在小学教育的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大学教育在中学教育的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

生。经过小学学习，学生一般具备了基本的思想政治素质，中学教育应该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较高思

的想政治素质，而大学教育则应在中学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成熟的思想政治素质。可见，“小–中–

大”为主导的时序见解强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连贯性和养成性，对学生培养成效的评价尺度也更加多

元和开放。 
 
Table 1. Comparison of dual basic dimensions of the time sequ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uni-
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表 1.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时序的双重基本向度比较 

比较类目 
基本向度 

“大–中–小”主导的 
一体化时序见解 

“小–中–大”主导的 
一体化时序见解 

教育视角 以时代新人培养目标为导向 以学生成长规律为导向 

各学段关系 前一学段为后一学段的基础 后一学段在前一学段的基础上拓展深度和宽度 

目标侧重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各阶段目标的达成 强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连贯性和养成性 

评价尺度 将最终目标的实现作为衡量一体化建设

成效的尺度 对学生培养成效的评价尺度更加多元和开放 

不足之处 容易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对不同类型学生

的需求欠考虑 可能会出现学生基础不牢，后续学习困难的问题 

 
第三，以时为序制约着一体化建设的系统安排。时序性是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协调性，其中时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制约作用。整体性是系统的必备

属性，是系统论最本质最核心的属性，是系统论的灵魂[3]。大中小学作为一个整体，是通过以学段为主

要区分的时序构成的，不同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被视为一个由若干子系统和组成要素构成的有机整

体。在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工作过程中，只有将不同学段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以及培养模式

充分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才可以形成育人合力。层次性是由大中小学的学段划分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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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是一体化建设的必要前提，倘若学生之间没有年龄上、学识上和心理上的层次区别，就没有必

要设置不同学段，也就不存在各学段的一体化问题。不同层次的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系统

之间形成不同的层级关系，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具有典型的层次性特征。协调性是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的人为属性，思政课教师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不同学段的教师根据教育内容设置，加强

教学上的沟通安排，共同创设一体化系统的协调性。教育内容的时序性需要不同学段的教师广泛商讨，

形成教学共识，避免前后矛盾的现象出现。 

3. 遵时守序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客观需要 

遵时守序是系统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推进也不例外。如果一体化

的时序错乱，会对教学过程造成严重冲击，不仅一体化的目标无法完成，而且各学段的教学效果也无法

实现。根据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可以总结出关于时序的三大难题及其不良影响。 
第一，时序意识淡薄降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是思想政治教育把教育内

容要求转化为教育对象内在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实际效果，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过程中如果时

序意识薄弱势必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降低。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解决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

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根本落脚点。不同阶段的学生的知识增长模式不同，思维的活跃程度不同，

接受能力的大小不同，所好奇的新事物也有很大差异。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会遇的学习困难、人际交

往不适、恋爱挫折等各自的现实问题，如果得不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及时帮助和引导，势必会对学生

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时序意识淡薄，就难以认清学生所处的个人发展阶段和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方

向，无法正确分析学生的实际需要和现实难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难以提升。二是思想政治教

育缺乏时效性。宣传思想工作要提高质量和水平，必须把握好“时、度、效”。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

育中，时效性始终是重要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教育效果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当前，影响思想

政治教育时效性的因素较多，包括师资的数量和质量、教学资源的丰富程度、教材的新旧和版本、备课

是否及时等。时序意识淡薄，就难以关照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诸多因素，无法为学生提供及时

有效的教学呈现。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前瞻性。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前瞻性思考，积极设想未来教育中

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前做好准备，及时地加强和改进教育，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切实有效措

施，增强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时序意识淡薄，非但无法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有的预见性，还会耽

误正在发生的问题的应急处置，造成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被动局面。 
第二，教学内容的超前或滞后会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衔接造成影响，导致难以实现一体化的

整体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系统论的方法，厘清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分工与协作、进阶与

衔接，发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递进规律，实现有序进阶、有效衔接。具体地说，教学内容的不足

或过度会对学生后续学习造成不稳定性。如果教学内容不足，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无法达标，

无法顺利适应后一学段的学习。同时，教学内容超前会导致学生对单个知识点的认知不牢固，记忆淡薄

和浅层理解等问题，从而在后续的课业中表现出不上不下的尴尬处境。这些问题表现出“过”和“不及”

的两种弊端，共同制约着衔接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为了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需

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布局，既不能过于超前也不能过度滞后，注重学生的发展需求和适应能

力，实现有序进阶，使各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机衔接，从而发挥整体性的效应。 
第三，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颠倒造成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畸形发展。从学生的成长规律和

教学内容的自身逻辑来看，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应该是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的层层递进的

过程。如果忽略一体化过程的时序性，使得前一学段的教学目标比后一学段更高，前一学段的教学内容

比后一学段更难，就会导致学生的思想困惑和相应的学习态度、学习精力投入上的负反馈。因此，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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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规律和认知规律出发，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设计应符合层层递进的要求，不能将教学目标

和内容颠倒。这样做不仅会导致学生的思想困惑和学习态度的负面反馈，还会打破预设的逐级进步的局

面。此外，颠倒的时序安排也会导致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无法同步提升，从而造成学生三个素

质指标发展的不均衡，最终无法拥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难免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的关键时刻做出错

误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因此，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设计中，要遵循由易到难、由浅到

深的层层递进的原则，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教学内容的自身逻辑，确保教学目标和内容的时序安排合

理，以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理想效果。 

4. 因时制序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推进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时序是教育者根据教育内容的内在逻辑顺序和人们对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认

识，以时间为线索而展开的一系列教育活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时序不是机械的、僵死的，应该从实际

出发，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加以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时序的创新会以基础性、根

本性的影响带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路径创新。 
第一，根据教育内容的建构逻辑设置时序。《小学辑要》里谈道：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

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逻辑建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

归为建构原则，以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建构根基[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设置教育

时序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坚持人民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坚持人民性就是要全力满足学生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国家需要的体现和实现活动，它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需要的体现和实现活

动。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只是国家需要的体现和实现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需要没有关系，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就不会参加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5]。”学生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确立的

依据之一，也是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时序的主要参考。人的需要可以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

要，学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人生境遇会希望思想政治教育满足自己不同需要。在什么样的时间条件下

向学生传递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结合学生的真实境遇做相应安排，同时要区分学生群体的共

同境遇和个体的特殊境遇。二是追求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质量。

以教学质量为导向的时序设置可以优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结构，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降

低不同学段教育之间的衔接成本，学生在恰当的时间接受适宜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做好保障。 
第二，根据学生成长规律创设时序。著名教育学家孙孔懿认为，最佳教育时序的确立应当至少满足

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符合学习的规律和掌握科学知识的逻辑规律，二是要符合受教育者学习能力及心

理发展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时序亦是如此。对于学生成长规律的认识，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经验

总结到科学认识的过程。总体而言，学生的成长规律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方向性。在某些阶段，学生

对新事物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在学习和人际交往中都喜欢尝试；在另一些阶段，他们主要关注未来职

业规划，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就业信息，尽管有时会迷茫，但也能够不断鼓励自己，探索自己的未来发展

之路。学生在成长方面逐渐表现出更具针对性，这不仅体现在专业技能的成长方面，还体现在职业发展

规划方面。在进入大学之前，学生主要以提升学业为主，整体上处于专注状态中，尽管有一定规划，但

容易受其他事物的干扰。他们更多地自主决策，不会被他人安排，甚至在独立意识的支配下，与周围人

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为满足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教育机制可以进一步完善心理健

康教育、加强实践活动的引导等方面，发挥“三全育人”的作用，为新时代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

保障。 
第三，根据国家发展需要调整时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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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随着国家发展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自身与时俱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时序调

整需要遵循国家教育方针，根据时代要求制定尊重历史、适应当下、满足长远的教育计划。面对国内外

不良思潮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批判，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稳定。某一历史时期，优秀传

统文化的价值观可能会遭到破坏，失去价值观先导功能。为保证国家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思想

政治教育需要修复遭到破坏的价值观。最后，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结合当前的价值现状，增进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批判、复建和巩固三个方

面，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本职方式，也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中需要强化

的环节。通过灵活的时序调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应对国内外的风云变幻，满足国家发展的即时性

和阶段性需求，体现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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