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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习近平教育思想进课程的课堂志研究
侯首辉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重庆 402247）

摘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教育思想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在阐释习

近平教育思想、课堂志内涵的基础上，以抓牢思政课堂、拓展第

二课堂、打造名师课堂、唱响网络课堂为主线，深化及践行习近

平教育思想进头脑、入人心、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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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教育思想的内涵

习近平教育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

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要包括新的教育强国理念、教育优先发展观、教育使

命观、教育公平观、教育质量观、教育现代化发展、教育改革思想、

教育开放思想和尊师重教思想等，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教育事业不断前进发展的高度凝练，是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管理

水平的理论指导，对推动新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指导意义。

二、课堂志阐释

西北师范大学王鉴教授认为课堂志是教学研究者深入课堂对

研究现象进行细致观察，搜集原始资料对课堂活动中的课程实施

情况和教学活动现象进行深描，并进行合理的阐释，将调查研究

中的所观所看所感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归纳的研究方法。广西师范

大学王丽媛教授认为课堂志是教学研究者把“课堂”作为教育研

究的“田野”，参与到课堂中进行观察，获取第一手相关的调查

资料，系统描述课堂场域中所发生的教育教学现象及所呈现的教

育规律的一种直观研究方法。本研究者认为课堂志是相对于民族

教育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方法而言，是学校教育研究中的一种“田

野”研究方法，主要特点在于教育研究者深入课堂场域现场进行

田野调查，通过观察、深描等方式揭示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

三、习近平教育思想进课程的课堂深描

（一）抓牢思政课堂主阵地

高校要抓好思政课堂主阵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到学

校教育的全过程。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阐释了教育在党和

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思政课建设发展的根本要求。高

校思政课是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主阵地，大力加强思政课程的教

材改革，把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主义理论体系》《形势与政策》等通识类课程教材中，或在全国

本专科院校专门开设专门通识类公共选修课，或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纳入到教育学类专业本硕博的必修课程。坚

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加强教育系统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两课教

师的新时代教育思想培训，对习习近平教育思想持续学、深入学、

系统学、经常学，不断深化、认真领悟、学思践行，做好新时代

新思想的传播者、指导者、引领者。

（二）拓展第二课堂主渠道

加强第二课堂建设是丰富学生课外学习生活的重要载体。全

国本专科院校都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习社”，以之为载体，可以开展理论宣讲、阅读、研习、实践等

多种多样的活动，为学习、研讨及宣传习近平教育思想提供了新

载体、新路径，同时加强“匠心筑梦理论研究实践社”“青马工程”“文

学社”等其他社团建设，拓展学生学习课堂，丰富课外生活。开

展寒暑假读书班，或利用“学习强国”“共产党员网”等平台，

深入学习系列讲话特别是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主动

学、比着学的良好学习氛围，坚持原原本本学，读《谈治国理政》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及其系列讲话等，学懂弄通习近平教育思想，

用理论武装头脑，用实践投身到奋斗中。

（三）打造名师课堂主战场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要从根本上提升教育质量，就要靠名师。

去年，教育部出台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要给学生上课，

连续三年未上课的转出教师系列。同样，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全

国思政教育会议精神，推进习近平教育思想“三进”，就需要遴

选一批教育学方面专家名师，打造一大批“黄大年式”教学团队，

加强其教育思想研究与解读，打造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公开课，

建设一大批名师教育课堂，深入践行新时代新思想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构建“大思政课”教育格局和“十大育人”体系，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推动习近平教

育思想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

（四）唱响网络课堂主旋律

新时代，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网络课程育人教育。开展以

网络课程形式，系统性、全方位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或全国范

围内共享，满足学生对个性化发展和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类似举行

“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网络思

政教育大课堂，通过建立网络教育主阵地，依托互联网，思政教育

工作者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大学生成

长成才的系列讲话融入到网络课堂中，培养青年学生的奋斗精神、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和质量。

四、结语

综上，习近平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它根植于中

华民族崇文重教的优秀传统文化，又体现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

新趋势，指引着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前进方向。教育系统特别是

高校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教育思想，深刻理解其政治意义、理论意

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其进教材、进课堂、

进校园，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开创教育事业发展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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