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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new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Xi Jinping's new thought") i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banner and direction that China must adhere to in it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thought of fixing the foundation and founding the soul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nd the theoretical 

weapon and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relay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outh and Action Pointer. Timely and accurately integrate Xi Jinping's new idea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so that students can truly "understand, 

understand and practise" Xi Jinping's new ideas; we need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work of "three advances" to achieve "internalization 

in the heart" and "externalization in the line".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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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

时代中国发展和建设必须坚持的旗帜与方向，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固本与铸魂的思想，是新时代大学生接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武器、科学指南和行动指针。及时精确地将习近平新思想有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让学生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思想；需要大力推进“三进”工作，实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来不断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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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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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正在发生历

史性变革，党的执政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

化，外部国际环境正处在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新的

时代、新的实践对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提出了新课题，要

求新理论引领新时代、指导新实践，迈向新征程。习近

平新思想正是以中国和世界问题为导向，对新的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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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驶入新征程，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彼岸。

2.用习近平新思想理论武装大学生是现实需要，也

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首要任务

十九大以来，坚持用习近平新思想铸魂育人,推进

习近平新思想高度融入高校思政课，“加强理论武装,推

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刻把握

习近平新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重大理论和实践贡献。

系统地对新时代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把习

近平新思想贯穿于思政课教学始终，与时俱进地不断深

入推进思政课教学内容更新，调整补充和完善思政课教

材内容，丰富创新教学方法变革和教学手段，是高校思

政课建设的重大任务。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直接关系着我们的高校培养什

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加

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是否后继有人，事关我们的“中国梦”和“强国梦”是否

实现。高校思政课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主

渠道,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

核心课程，要想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固本与铸魂功能，

我们必须加强高校思政课的建设。随着“四个自信”的不

断深入和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彰显中国

气质，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积极贯彻执行并应用于实践。

做好大学生理论武装工作，用习近平新思想教育

青年，武装青年，引导青年，关系着青年个人的全面发

展、关系着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系着国家前途和命运。

高校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的重任。

而人才最硬核的要义就是思想层面的“红”与“纯”，也就

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将习近平新思

想融入高校课堂，给大学生讲清楚习近平新思想的理论

精髓，以及地位、作用，坚定大学生报效祖国、为民服

务的理想信念和“四种意识”，增强其自觉抵御各种非马

克思主义思潮的意识，自发自觉地把爱国情、强国志、

报国行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担负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牢记为实现人民美好

生活而学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努力，这就是思政课“立德树人”的目标所向。

用习近平新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带着问题学习，紧密围绕新时代

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课题，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思想的

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习近平新思想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遵循。在思政课中融入习近平新

思想，对于思政课的时效性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积极及时地把习近平新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有利于我们对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更为生动形象的理解，有

利于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去看现实中

的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我们理论联系实

际，应对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更重要的我们向

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智慧，我

们在国际上多个领域话语权的提升，使我们更自信地去

建设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3.内在契合是习近平新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前

提

习近平新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的具有内在契合性，这

是习近平新思想融入高校思政的前提。习近平新思想是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目标引领、实践指

导和凝心聚力的功能。习近平新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需，并科学地

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地位、主要矛盾、目标任

务、发展条件、发展战略等内容，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

义概括起来为八个明确和14个坚持。习近平新思想分析

解决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习

近平新思想源于实践，是对实践中提出问题的科学回答

和行动指南。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理论灌输是主要方

式，但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政课最重要的教学原则。思

政课的理论教学中始终离不开对实践面临的重大现实

问题的思考。通过在思政课上的理论指导，启发学生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来

领会习近平新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最终有机地将习

近平新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政教学，融入学生的思维体系

和思想体系，让学生学会在将来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上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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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贯彻习近平新思想，加深习近平新思想产生理解、认

同和行为外化，最终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全力以赴地为“中国梦”，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不断奋

斗，拼搏不已。

高校思政课是高校对大学生宣传、形塑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上好思政课，需要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决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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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思想通过高校思政

课能更加深入贯彻落实为大学生所接受和认同。充分利

用好思政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积极融入习近平新思

想，是高校思政课当下重要任务，也是高校思政课建设

过程中关键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高校肩负着

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同时高校思政课不光要帮

助广大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

要向他们输入思想品质、道德法律、心理素质与健康诸

多方面的教育。面对新时代的诸多挑战，我们要深入把

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充分利用新机遇，遵循教书育人

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将习近平新思想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新时代加强、改进、创新高校思政工作的

现实需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思想，不仅仅只是停留在

对学生进行理论讲解，更多的是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让大学生走出校园和课堂后，走向社会时能切

身感受和深刻体会习近平新思想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

中的强大生命力，并积极践行习近平新思想，肩负起时

代的使命。正是习近平新思想和高校思政课在内在上具

有契合性，因此，习近平新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就成为

每一个青年在增加自己的政治素养，坚定自己的理想信

念，形成自己使命担当的理论指导和科学指南。

4.做好三进工作，充分利用好课堂主渠道，让习近

平新思想真正“入脑入心”

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已经初步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统，与当代大学生

网络条件下成长形成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也是影响

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切实将

习近平新思想的新理论成果，从课堂、教材，真正进入

今天九零后大学生的头脑，强化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

性，需要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实际，在与时俱进、以理服

人和以情动人上下功夫。开展推进习近平新思想“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我们要准确认识我们所

处的历史方位，对自身有准确定位。习近平新思想实现

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提供了新

的理论指导，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高校精准推进习近平新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培养年青一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不断提高新时代青年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让青年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不

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这个伟大

时代，是当下做好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的

关键。做好“三进”工作，要充分发挥好思政课“立德树

人”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

和亲和力，真正实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政课的时代感和时效性，通过理论和

实践教学，引导大学生真学真懂真会真用，自觉践行习

近平新思想，化知为行，转智成德，最终达到入脑入心。

4.1“进教材”，是习近平新思想“三进”工作的第一步，

也是习近平新思想融入思政课的前提条件

通过思政课教材，学生可以最权威最直接最全面最

深刻地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思想。因此，进教材对于习

近平新思想的宣传教育和学习尤为重要。目前，我国高

校已经普遍用上了最新的2018版本的思政课教材，这对

于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习近平新思想，真正学透吃透习近

平新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深化和准确地传

播习近平新思想，需要不断加强对思想政治课教师的理

论学习和培训，使教师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知识点更

加准确，课堂的切入点更加到位，对学生的关注点更加

清晰，便于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热点讨论互动和理

论渗透，使习近平新思想的解读能够在理论上说服人、

在实践上能指导人，真正变成全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

武器。并且教师还需要不断学习时政知识，将习近平新

思想的最新表述和前沿解读及时补充进来，保证教材内

容的动态更新，加强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效果，确保习

近平新思想的权威性、全面性与时效性。

4.2“进课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工作的关键环节和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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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如何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这需要我们在思

政课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系统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思想。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有深刻

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对所肩负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用

热情和信念照亮前进的路，积极不断地学习知识和技

能，引导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

青年，随时响应祖国的召唤。我们要不断研究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等多

种途径，不断深入学习新思想，由浅入深，由点及面，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思想所蕴含的实践观点、务实作风、

恒心韧劲和坚定信念、为民情怀、责任担当，更加坚定

自觉地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进一步提升投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热情和干劲儿。始终坚持学生的

主体地位，围绕着学生的成长规律，思政课的教学规律，

进行教学设计。新时代的大学生是“网生代”，他们对新

媒体、大数据等各种互联网形式更为亲近和更易接受。

思政教师充分考虑教学内容与热点的结合，用有吸引力

教学方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给学生听，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畅谈看法、谈理想、谈担当……

让学生不做思政课堂的“局外人”，通过思政课堂获得新

知识，并拓宽视野。丰富的教学形式和多媒体的应用也

是提高内容表达吸引力的利器，因此，思政老师需要不

断地学习和吸收各种新的教学手段，借力新媒体和网

络，进一步完善传统教学模式，使思政课生动活泼，严

格有序，传播信仰。

“进课堂”其中有个关键因素就是思政教师要解放思

想转变教学方式。为了精准推进习近平新思想融入高校

思政课，要加强对思政教师理论水平的提高，找准教学

“坐标系”，组织专家学者帮助广大教师准确全面理解和

把握教学要点、重点，进行集体备课，为系统、深入、

精准讲清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丰富内涵打好理论知识的基础。同时，我们还要在现有

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挥学科优势、专家优势、行业优

势，走进“网生代”的同学当中，充分倾听和“打捞”大学

生们在理论学习中的真实困惑、迫切需求，深入开展研

究阐释，用学生“听得懂”、“听着有趣”的“讲故事”的方

式走进学生群体，为思政课教学提供有力支撑。当然，

各个高校还要精心组织好理论宣传的活动，创造性地开

展特色活动，举办一些如演讲赛、录制微视频、征文比

赛、社区实践等活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汇

聚起线上线下一体融合的蓬勃正能量。为学生学习习近

平新思想的从理论到实践，从信念到信仰的转换打下坚

实基础。

  “进课堂”还需要加强“课程思政”的建设意识，课

程育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主渠道。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

实现了育人的协同发展。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及时把习

近平新思想融入到思政课程以外的其他课程的教学和

改革中，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思

政教育全课程覆盖。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

视课程思政，所有的课程都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忽

视的课程面最广、更加贴近学生学习实际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生尤其是在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站在自己专业

的角度来解读和吸收习近平新思想的理论内涵，对于理

解习近平新思想理论高度和实践意义有促进作用。

4.3“进头脑”本质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形成

信仰的问题

“进头脑”的本质就是把习近平新思想由意识形态转

变为信仰形态，由认识转变为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信

仰是知、情、意，行的高度统一，信仰是意识形态工作

的最终目标。长期以来，由于灌输是思政课教学的主要

方式，课堂教学以老师讲授知识为主，学生表现出兴趣

不浓，积极性不高的状态。“上课混混，下课就忘，学

完就扔”，并没有真正把思政课所学东西入脑入心。理

想信念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总开关。习近平指出：理想

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理想信念

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

要遵循信仰的生成过程和形成机理，才能真正实现习近

平新思想“进头脑”。把学生的信念和思政教育工作密切

结合起来，让学生的个人理想信念和我们新时代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

践，在实践中深化习近平新思想的伟大的指导作用。让

习近平新思想精神旗帜扬起来，让校园学习习近平新思

想的氛围强起来，让习近平新思想的理论的魅力展出

来，把老师的干劲鼓起来，让学生真正地动起来，自觉

地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链接在一起，把自己

的使命担起来，真正实现习近平新思想的入脑入心。

5.习近平新思想是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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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这是思政课建设育

改革的总体要求。而习近平新思想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

论创新，为新时代改进、加强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既提供了理论指导，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当前，在思政课建设过程中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

网络时代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权威面临严

峻挑战：比如教材理论性强，缺乏针对性；教学内容相

对滞后，缺少时效性；学生对思政课轻视，对政治冷

漠……习近平新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迫切要求高校思

政课需要进行方方面面的改革，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

率。

5.1借力网络媒体，坚守意识形态阵地

近年来，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媒体

价值观多元化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日趋复杂多

样，各种意识形态都已经认识到网络民心是一种巨大的

政治资源，网络媒体成为他们宣传自己政治观点的“跑

马场”，展开了争夺政治人心的“角逐赛”。尤其是对青

年大学生的争夺。西方各种思想和价值观逐渐传入到国

内，如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

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对我们的历史等进行

抹黑、抨击，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也削弱

了高校思政课的教育功能。大学生尚未形成正确的“三

观”，且思想容易动摇，受到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与诱

惑下，很难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甚至会使大学生产生

错误的认识，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如何打破这一瓶

颈，思政课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正确引导作用就十分重

要。

高校思政课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习

近平新思想是我们高校思政课的最新的理论指导，是我

们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

导、精神旗帜和科学指南，思政教育要坚守网络阵地，

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使大学生

在网络媒体当中，也应该做到网上网下态度和行为一

致，坚决拥护我们党的领导，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的核

心地位，坚决拥护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坚

决和一些反动的、错误的意识形态和思潮作斗争。

5.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转变教学方式增加思政课趣味

性

高校思政课理论性较强，相对于其他课程略显的枯

燥。高校思政课的各个组成部分，内容不是无机的堆砌，

而是有机的组合，具有严密而完整的架构体系。这就对

思政教师的要求很高：思政教师们不光要有过硬的理论

功底，还要有高超的教学水平，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的指导实践和行为的作用。

目前，很多高校在教学媒介上采用了多媒体和雨课堂，

在教学方式上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以课堂教授为

主，老师在课堂上一个劲儿地灌输知识，有时候就只是

低头念 ppt，针对性差，学生在下面的互动性较低，很

多时候就是偷偷地玩手机，却没有投入精力去聆听老师

对新理论、新思想的讲解。思政课本来是有温度有高度

的课程，却变成了学生为了“凑学分”的“水课”。其中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忽视了新生

代大学生对于启发性知识的渴望，忽视了学生对于网络

新媒体的青睐，没有把网络媒体变成倡导和宣传思政课

的主要载体。

如何来提高思政课上师生的互动，提高思政课的实

效性？这需要思政教师首先改变教学方式，将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究深、研究透，把理论知识内化为自我意识、

自我情感，从而发自内心地信仰。要深刻理解、坚决贯

彻“八个相统一”，将其有效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推

动思政课创新发展，要有信心把思政课上好：坚持政治

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

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

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

教育相统一。积极探索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课堂的有机

融合，形成思政课教学新模式，不再局限于课堂理论讲

授，应该用身边的例子、身边的故事、身边的实物结合

习近平新思想对思政课的要求展开教学。“天边不如身

边，原理不如道理，道理不如故事”，用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贴合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关系他们生活中的焦

点和热点，借力互联网和多媒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增加思政课的趣味性，从而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5.3丰富教学内容，走近学生，让思政课走进大学生生

活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当代大学生关注焦点也

在不断变化，他们更多的将视野聚焦于自身价值的实现

以及自身息息相关的升学、就业甚至医疗问题。在这种

新形势下，思政教师应该保持我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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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从当代大学生实际出发，对教学内容要实施更新，

不断地思考、研究、设计教学，强化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的实效性。深入学生调查了解，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与时俱进的安排设计教学案例和教学环节，根据大学生

思想实际，不断突出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真理性。对课堂

要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把握，并注重多元选

取除教材外的具有实效性的各种影视图片资料、新闻报

道等，运用各种信息手段和表现形式，以复合式的教学

设计讲好每一节课。对教学中表现出来的新问题，不懈

怠，不回避。组织学生研读研看权威专家的分析，研读。

让学生学会用书本的理论，正确的联系实际，认识实际

的能力，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自主学习，营造活泼生动

的互动教学氛围，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让更多同学

由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让思政课走近学生，让思政课

走进大学生生活，有效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5.4改革思政课考核方式，多元化考查学生

课程考核是学校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高水平

大学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传统的考核模式

过于强调学生对课程知识和要点的背诵，增加了学生记

忆的负荷，也直接导致了学生的厌学情绪；这与我们预

期的对学生“从心理到行为上的改变，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实际表现,力求全面、

客观反映大学生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道德品质”

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真正做到让思政课“入脑入心”，

无法解决道德情感、理想信念、行为抉择等更深层次的

问题，从根本上忽视了思政课是要去影响已经有了独立

思考能力的大学生，从而春风化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感知、内化、坚定自身的信念和 信仰，形成自身的态

度和习惯，激发和提升自身的人生境界，最终实现全面

发展和自我实现。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在习近平新思

想引领下，推动思政课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是高校

思政课考核方式改革的契机。以改革考核方式为抓手，

促进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促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其中

考核方式的改革尤为重要。高校思政课的考核方式改革

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多元化考核模式改变

了过去“一卷定高低”的片面做法，受到了推崇。多元化

考核模式是通过多角度、多手段来衡量人的多重发展，

能够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推进和教学质量提高

的需求,也不断推进高校思政课考核模式探索和发展.思

政课的多元化考核模式使思政课不再仅限于课堂，对学

生的考核也不局限于试卷,体现了教学的过程性,学生素

质的变化的时间性和发展性,可以大大地促进素质教育

的发展。

6.小结

用“习近平新思想武装大学生”，自觉把思政课教学

放到高校立德树人的中心环节中去设计，放到党和国家

发展发展大局中的高度去考量，放到教育强国战略的历

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中去谋划。在当下，我们要把精准学

习习近平新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与思政课教学改

革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以学习和传播习近平新思想的成

效来进一步推动思政课教学的改革、发展和创新。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引领中国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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