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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高校思政教育与学生管理融合的关键环节 
喻  俊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要：伴随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逐步趋向大众化，大学生数量持续增加，为思政教育、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一
定挑战。在此背景下，落实学生管理、思政教育的充分结合，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及文化修养的必然选择与重要渠道。本文针对高
校学生管理及思政教育结合的关键环节展开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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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生教育和思政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

是国家高等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关键内容，肩负着为社会培育
高端人才的重要使命及责任。思政教育作为学生教育管理的核
心环节和根本保证，对于学生明确积极三观具有重要意义。而
学生教育管理则是思政教育工作的实践化和具体化。在国家高
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当下，如何落实思政教育及学生管理的高效
融合，是当今高校相关工作者应重要研究的课题。 

一、高校思政教育融合学生管理的必要性 
（一）提高思政教育水准 
高校思政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学生教

育中相对特殊的教育手段，并且与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密切相关。
但是，思政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始终存在一定弊端。主要呈现在
学生对于思政教育缺少兴趣，致使思政学习成效偏低，无法达
到教师所设定的育人目标。而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则是由于高校
思政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育平台单一。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
管理工作中，可延伸思政教学内容可选择性，显现思政教学实
效性，继而有效提高思政教育水准。另外，将其引进学生管理
当中，还可为思政教学建设优质的育人环境，主要是因为学生
管理重视校园管理以及学业管理。因而，高校思政教学融入学
生管理工作当中，有助于提高思政教育水准。 

（二）完善学生管理工作 
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管理有着重要价值，管理效能对于学生

群体日后发展拥有直接影响，并且还可推动学校长足发展。因
而，完善高等院校学生管理体系，可高效提升学校育人质量。
现阶段，我国多数高校学生管理普遍存在一定弊端，学校往往
为管理而管理，学校教育工作者在学生具体管理中以管理工作
为中心，忽视学生专业化服务的提供，致使多数学生出现心理
问题，对其未来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然而，在学生管理中渗透
思政教育内容，可突显教师育人智能，同时强调教师管理智能，
进而使得教师高效展开学生管理相应工作，健全学生管理体系，
推动学校健康发展。 

二、高校思政教育融合学生管理的关键环节 
（一）明确主体地位 
学生、教师作为思政教育的主体，高等院校应根据两个视

角实施探索与研究。一方面，学生群体身为思政教育工作实施
的重要主体，在信息时代下，学生群体个性意识更为鲜明，并
课渴望教师尊重自己与平等对待自己，渴望在教育活动中得到
一定话语权，并能够自由表述个人看法及见解。因此，学校应
融合现代大学生鲜明特征，在学生管理及思政教育工作结合中，
彰显学生们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身为思政课堂教
学工作人员，其凭借自身行为表现与课堂知识讲授，使得学生
们感受并领会人生真谛，树立集体意识、民族意识以及爱国意
识。因此，思政教师应以现代学生心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视作
自身开展教育工作的突破口，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传播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以便学生理解与接受，助力学生明确科学的价值
理念与理想信念，落实教书和育人的有机融合。 

（二）强化介体建设 

思政教育融入学生管理工作的前提与重点，即介体建设。
高校思政教学介体主要涵盖育人目标、育人方法与教学内容，
在实施各项育人工作中，学校应将思政教学介体渗透至学生管
理工作内。一方面，教师应重视思政教学手段的创新和转变，
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作为媒介，将多元化教学手段有机融合，
突破传统注入式教学模式，挣脱课堂教育时间及空间的制约，
强化课堂教学和课下教学的衔接效果。另一方面，学校应强调
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并且教学内容应将道德建设作
为核心，将坚定现代大学生群体理想信念视作目标，将弘扬传
承传统文化以及人文教育作为重点，增强学生心理内涵以及文
化修养，提高核心竞争力。除此之外，应呈现思政教学目标的
具体创新，教学目标应契合社会发展及学生综合需求，学校应
对教学目标实施进一步具体化与精细化，使学生群体更易接受，
而教师更易教授，将明确的思想以及政治导向作为核心，使得
学生经过思政教育落实品德与素质的全面发展。 

（三）创新教育机制 
其一，高等院校应借助教育机制的革新弥补传统思政教学

中存有的不足以及缺陷，促进学生管理做到民主、和谐与透明，
确保学生管理及思政教育均契合多数学生心理特点，重视学生
个体差异。其二，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创建科学且系统性的管理
体系，落实常规化调查，健全管理组织制度，在高校校园内部
创造团结育人的优质文化环境。最后，应将思想政治教学好举
措、好想法以及好方法融入学生管理当中，促进学生综合素质
以及文化涵养的均衡发展，从而为学生管理及思政教育的有效
结合提供基本保障。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教育和德育教育具备相同地位，而思政教

育隶属德育教育的核心构成内容，是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关键
途径，凭借思政教育可助力学生明确科学的三观，落实综合素
质与个体修养的提高，是当代学生展示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客观
需求。因此，学校应构建并健全思政工作体系，落实学生管理
及是思政教学的高效结合，针对学生实施全面、系统以及综合
性培育，为国家培育更多品德素养良好、专业能力较强、基础
知识牢固与政治立场坚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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