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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体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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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迈入新征程，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落到实处，首先要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将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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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素质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和祖国的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是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
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密不可分，互相支持，只有将二者结合
起来，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实
效。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特点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要是进行理论教学，具有专业性和主导

性两个特点。 
（一）专业性特点。专业性特点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理论性。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系统学习，可以对高校学
生从理论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发大学生对社会及世界种
种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剖析，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等课程都是通过理
论形式将一些基本道德原理、信念理想、人生价值观等反映出来，
通过科学理论的学习，使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客观的分析和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二）主导性特点 
主导性特点指的是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的授课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授课教师对教材的编排和
设计，运用一系列教学手段和教学设施对教学对象开展理论教
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生的思
想发展过程，及时予以指导和纠偏，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各种负
面信息，以及错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会影响在校学生价值观
的取向，甚至会削弱民族认同感及道德判断力，因此，教师在日
常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课堂变成
“净化器”和“减压舱”，通过课堂教育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
值观，疏导学生的负面情绪。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全

面性和实践性[1]两个特点。 
（一）全面性特点 
小到学生生活管理、班集体的建设、社会实践，大到党团组

织建设、学术科技学风建设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条主线，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重要点连
贯起来，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进行覆盖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实践性特点 
实践性特点不言而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的形式和内

容都是围绕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展开的，如新生的入学教育工
作，针对新生特点展开思想道德与法律知识的学习，又如针对毕
业生开展就业指导工作，让毕业生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正确
的择业目标，这些都是实践性的具体体现。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建同行，紧密结
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实际中可形成优势互补的效应。
如一些法律原则道德原理等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无法深
入解决，这就必须依靠理论课程的详细讲解，才能让学生明白其
中的道理，从而在实际中更好的运用这些原理来解决问题，而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就没有这种教学成效。学生通过参与日常思想政治教
育活动，又会产生新的思想问题，通过理论课程的学习可以更全
面答疑解惑。因此这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实际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负责人员相互了解，互
通有无，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统一[2]。 

（一）组织构架上一体化 
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密结

合，首先要实现体制机制的一体化。 

1.建立统一的领导体制。对高校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人员主要是理论课教师及分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导员，这
两支主力军对高校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因此，应将学校分管教学的领导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领导共同组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形成教育合力，从根本上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协调配合。 

2.建立统一的工作机制。当形成统一的领导体制，理论课教
学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可形成积极配合，共同协作的工作
方式[3]。从以往的实际情况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职工与学
生接触 多，对学生实际思想状况了解比较透彻，但是缺乏一定
的理论基础，不能有效解决学生的困惑，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只是通过课堂的理论讲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对学生实
际情况了解甚少，在教学中不能做到有的放矢。因此，在领导的
同一管理下，应建立健全相应制度，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人员及时沟通，互相配合，从而使高校学生用
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将扎实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作为行动指
南，指引高校学生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二）将两者的教育内容紧密结合。在对高校学生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时，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作为第一课堂，将辅
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第二课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校生
活是青年一代的重要人生旅程，是踏入社会的一个缓冲期，近年
来由于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大学生会出现信仰迷茫、责任感缺乏、
团队意识淡化等思想困惑，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人生哲学、道
德法律等思想政治知识的系统学习，可使在校学生保持清醒的头
脑，而辅导员开展的第二课堂，将所学理论知识通过党团活动、
社会实践、心理辅导等形式，与理论课堂相辅相成，互相呼应，
从而形成教育合力。 

（三）实现教育过程的全面贯通。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过程
是根据社会主流思想品德对在校学生进行目的明确，组织有序的
教学活动[4]，通过课堂教学，让高校学生建立积极向上的政治观
点、道德规范和正确的思想观念，为学生的日常行为建立科学的
理论依据；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则着力于通过实践活动促进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消化吸收，是品德的外在表现，因此，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开展应根据大学生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内容，有目的组织
一些实践活动，通过参与活动获取行为经验，提升他们的践行能
力，从而建立起符合社会主流的思想品德。 

结束语：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他们思维灵活，
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其思想状况积极、健康、向上，但是随着
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冲击着
高校学生的思想，因此，为增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
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密结合才
能发挥 大合力，通过管理机制调整，推进二者在教育内容和教
育过程中融会贯通，优势互补，从而使高校学生树立积极向上、
稳定健康思想政治观念，净化高校乃至社会风气，维护国家和社
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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