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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概论》课程促进培养高职学生关键素质能力的

教学研究 
时丽颖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要：促进培养高职学生关键素质能力发展，要求教师能够深度挖掘与合理安排课程内容，通过教育转换、经典案例讲述、概
念理论统筹、历史视角引导、价值观渗透、思维语言训练、沟通与合作培养高职学生的七大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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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程作为

思想政治理论的核心课程对拔节孕穗期的大学生起着重要导向作

用，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信仰观、人生观、价值观。教师应充分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度挖掘与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培养高职

学生的关键素质能力。 

一、教师应实现教材内容到思维架构再到学生认知的三点一

线教育转换，坚定高职学生的政治信仰，培养其责任意识与担当能

力 

很多学生对思政课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教师没有掌握三点

一线的教育转换，或只转换成空洞的说教，无法与学生所需相衔接。

教师应积极探索思政课的改革创新，坚持八个“相统一”的要求，

用生动的案例讲述朴素深刻的道路，触动学生的心灵。【2】当前高职

学生有着他们特有的特点，他们成长于小康时期，在物质生活上没

有受过太多苦，与此同时，享乐主义盛行与蔓延在他们周围；在精

神生活上他们大多没有为高考拼尽全力、艰苦奋斗过，因此，他们

的精神斗志比较薄弱，政治信仰不坚定。这一情况需要教师对他们

进行坚定地政治信仰教育，让他们明白当代中国的进步不是凭空而

起的，当代中国所确立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不是关起门来空想出

来，而是在伟大实践进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教师应从中华五千年

文明历史出发、从 180 年的近代变局出发、从近百年的中国奋斗史

出发、从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出发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

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3】帮助高职学生树立坚定地政治信

仰，培养其责任意识与担当能力。 

二、教师应精选案例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通过“伟大事

业”的开创与推进，激励高职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其职业

素养能力与就业能力 

 “伟大事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创造、积累

的根本成就，从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

义事业的不懈探索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经历曲折与考验，来之不易，

是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才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高职学生在就业创业

过程中往往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缺少不怕吃苦的精神；二是存在

害怕失败的心理。因此他们只看重眼前利益，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

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教师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艰辛，鼓舞高职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其职业素养

能力与就业创业能力。 

三、教师应统筹各时期概念理论，发展高职学生的宏观视角能

力，提高其全局思考力和领导力 

《概论》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是多方位、全方面的理论精华，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理论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阶段与方面，涉及的理论广泛而深刻，尤其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了经济、

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主、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

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

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4]教师在讲授这些理论时，应把握好整体

与局部的关系，带领学生以宏观的角度理解这些理论，使其看到全

部而非一隅：一方面将理论碎片化、具体化帮助学生理解，另一方

面应时刻让学生意识到整体的存在，锻炼提高其全局思考力和领导

力。如讲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时，既要让学生理解应如何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还要使学生树

立全局意识，认识这些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只有这些

都建设好了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才能实现中国

梦。 

四、教师应从历史视角引导学生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无到有、从规划到现实的路径，培养其历史观以及人生规划能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在规划“伟大事业”，中共一大通

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二大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走上彻底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完整表述新民

主主义革命路线与基本纲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制定过渡时期总路

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步走”战略、“ 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中

国共产党开创与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一步都不是乱走

的，是经过精心谋划与科学规划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坚定的。教师

通过让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发展史引导学生以

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培养其历史观能力以及科学规划人生的能

力。 

五、教师应将价值观教育渗透于整个课程中，培养其正确的价

值观能力 

学校为社会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

署。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

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5】当前影响青年的社会思想意识复杂，

一方面学生的价值观很容易被一些不良媒体、群体影响，偏离正确

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存在脱离社会价值谈个人价值的现象，崇洋

媚外，崇尚所谓的“个人自由”。教师应将正确的价值观渗透于整

个课程中，将案例放在课堂上，以讨论的形式征求学生的意见，时

刻观察学生的思想动向。渗透着价值观教育的思政课教学应引导学

生理解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内涵及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离

开社会价值谈个人价值是不存在的，引导学生理解自我价值应以社

会价值为基础，要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必须以社会价值为基础。【6】 

六、教师应修炼逻辑思维与语言，通过有逻辑的思维与语言训

练学生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的八个“相统一”的要求，

第一条就是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概论》作为思想政

治理论课不仅具有政治属性，而且是系统的观念体系，既要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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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表现出来，又要以一定的科学体系表现出来，从而具有相应

的科学性或学理性。【7】整个教材的编排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

主线，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神实

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教师只有用清晰的逻辑思维和简洁易懂

的语言来讲授本课，才能让学生高效准确的记住相关知识点、历史

事件，从而掌握基本理论，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

才能提高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

导培养高职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七、教师通过讲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沟通与合作取得

胜利的案例，提高学生的合作沟通能力 

当前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又缺乏群体

合作环境与合作能力，不懂得沟通与合作、各自为政、以自我为中

心的现象较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有很多通过沟通与合作取

得胜利的案例，如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国共统一战线、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如“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通过对比其他国家政党

执政情况，讲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 

小结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正如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

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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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师只有通过

深度挖掘与合理安排课程内容，有准备、有意识的循序善诱教学，

才能促进培养高职学生的关键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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