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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教育生态视域下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构建 
◆杨  绪  李冬梅 

（长春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2） 

 
摘要：文章针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生态化教育面临的困境，分析了影

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生态化教育的主要因素，指出了构建新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生态化教育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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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生态学（含教育生态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新领域，它的基本含义是将生态
学的思想、理念、原理、原则与方法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
过程。 

一、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生态化教育面临的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实践中，各教育要素之间在运

行中普遍存在不畅通、不和谐现象，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效能，主要表现在： 

第一，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十八大以后，特
别是 2016 年 12 月全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及 2019 年学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高校开始逐渐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
教育资源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日益凸显的高等教育发展
的功利化、世俗化趋势，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浮躁现象，也无法摆脱“重智轻德、分数至上”客观现实，因
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
来不要”的尴尬处境。 

第二，学生不能很好配合课堂思想政治教育。新时代以后，
随着国家对高校思政课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对思政课教师要求的
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热情也不断提高，绝大多数的思政
课教师都能够爱岗敬业，认真备好上好每一节思政课，但是，由
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致使很多学生仍
然沉浸于手机游戏、五花八门的音视频、微信、淘宝购物等给他
们带来的快乐体验，所以，尽管思政课教师使用各种办法，比如
在课件制作上、方式方法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学生听课状态
和效果也没多大改善，学生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甚至产生
抵触情绪。 

二、影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生态化教育的主要因素 
第一，社会因素的制约。随着市场化、网络信息化的深入发

展，极大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他们的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带来了较大冲击。一是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注重效益的原则必然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
人主义不良思想的滋长，从而给高校广大师生带来了很大的消极
影响，破坏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二是信息化的
不良干扰。当前，以微博、微信、QQ 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
展，深刻地改变着大学生获取资讯、交流沟通的传统方式。信息
网络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庸俗的、低级趣味的信息，甚至西
方国家的一些错误价值观念、腐朽生活方式也随之进来，严重腐
蚀着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极易造成大学生政治认知的错误、思
想观念的迷惘、价值取向上的错乱等。 

第二，学校教育的弱化。长期以来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
度不够，主要表现为：一是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经济市
场化的负面作用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使得少数高校教师理想信
念模糊，教风不正，学风浮躁，甚至偶有学术不端，还有一些高
校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缺陷，有的教师勉强或难以胜任
教学的需要。二是缺乏良好的校园文化育人氛围。毋庸置疑，积
极向上健康的校园文化有着强大的隐性教育功能，对大学生的政
治品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规范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但是，一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校园文
化育人的功能失调。 

三、构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生态化教育的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是孤立存在起作用

的，它们需要互相配合，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高校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分工合作、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建设领

导体制，不断改革创新教育、注重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完善评
价考核机制，建立起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教育体制机制。重点
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
思政课教师是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关键主体”，除了应具
备习总书记提出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之外，还要打造可信、可敬、可靠、
乐为、敢为、有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因此，习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对思政课教师的“六
要”新要求，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
律要严、人格要正。这六个方面结构完整、内涵深刻，相互关联、
相互促进，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专业标准和专业内涵。 

第二，必须推进思政课教学的改革创新。思政课教育的目的
是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终要落实到怎样培养人的
具体行动上，落实到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改革创新上。对思政课的
改革创新，习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
和力、针对性”的新要求，并在今年的 3•18 讲话中指出了实现
这一要求的新路径，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八个统一”，即坚持
政治性和学理性的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坚持建设
性和批判性的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坚持统一性和
多样性的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的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
性的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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