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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榜样为引领，探究思政教育新路径
邓礼仪

（西华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00 后步入大学校园对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政教育提出了

新要求和新挑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发

挥以“时代楷模”为代表英雄模范的教育功能，同时将“学习强

国”平台打造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基于“因材施教”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等教育理念，笔者试

图以榜样为引领，探究思政教育教学模式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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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喊出的一句话。要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将榜样示范作为重要的宣传教育途径，

让先进典型事迹感染人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将榜样的先进优秀

力量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

大奋斗之中。

大学是青年学子成长成才摇篮，面对日益多元的价值取向、

面对青少年群体中纷繁复杂的亚文化流行，如何对当代大学生进

行思政教育，如何引领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现已成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重点。

一、新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精神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要善于学典型》中提到，我们要积极向

先进的、优秀的、典型的人物或事件学习，尤其是身边人身边事，

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锻炼完善自身，以实际行动向榜样人

物致敬。在办好新时代高等教育目标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高等教育要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教育的落脚点是“人”，思政教育更应当从“人”出发，基

于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群体特点，深入分析当下思政学情，才

能从“根儿”上创新思政教育，与时代接轨。

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从“文字为王”

到“读图时代”再到现在的“视频快餐”，碎片化、即时性的信

息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和喜爱。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 00 后相较于以往 70 后 80 后甚至 90 后

而言，网络信息的多样化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

自我意识的增强尤为显著，针对这些新变化、新特点、新需求，

传统的讲授型教育模式及书本等教育载体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学生

的学习需求，也无法抓住学生学习痛点，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新时代高校在开展思政教育时必须结合时代潮流和当代大学

生精神习惯进行深入的学情分析，进而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走向

进行合理预判、从而科学引导。

教育内容的关键在于落地，有时候，再完美的理论讲解也比

不上一个真实的故事。因此只有以榜样力量为引领的思政教育才

能使得思想政治真正的入耳入眼入脑入心，比起宏大深奥的理论，

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身边人更能在开展思政教育时和青年学生

凝聚共识，从而达到情感共鸣。

思政教师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搬运工”，更是思想政治理

论和价值观的“传承者”。塑造榜样力量，要善于以青年一代喜

闻乐见、明白流畅的语言把道理说出来、说透彻，让青年学生在

榜样人物的人生故事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获得精神成长。

二、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动向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同时在群体特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

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

意识强。”

当前 00 后新生已经全面走入校园，不同的时代环境、成长环

境对人的思想、性格塑造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迎来 00 后一代的同

时，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应更新教育教学理念，让

教育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知彼知己，才能让教育有的放矢。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报告，

当前新时代大学生在娱乐方式上以看电影、电视剧和听音乐为主

要兴趣爱好，最受欢迎的是手机上的社交应用软件和音乐播放软

件。

因成长环境优越，当代大学生普遍愿意进行文化娱乐消费，

有相当比例的大学生追星，并表示愿意为偶像经济买单。从新时

代大学生的休闲娱乐方式与文化消费观看，正确的榜样教育有利

于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

为丰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授课式、讲演式、理论式的教育

教学模式，拓宽延伸思想政治教育平台阵地，许多高校学校紧跟

时代步伐，在慕课中使用虚拟布景、数字影像、动画设计等多种

技术制作，让新时代的高校课堂围绕学生，贴近学生，调动学生，

使得教育课堂在严肃中添一分生动，抓住学生眼球，启发学生兴趣。

尤其是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将互联网时代下的产物搬到了思政

课堂，如短视频等，这些短视频，时间短、题材新，其中既有中

国榜样人物，讲述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感人故事，也有当

下社会热点时事，让学生多思考勤善辩，激撞当下时代潮流。

技术的发展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社交网络中的错误、

扭曲的价值观固然可能有害大学生的精神成长，但如果对新媒体、

社交网络加以正确使用，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强大正能量也能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

为了进一步了解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动向，了解他们对党的

舆论宣传阵地、媒体平台的态度，我们需要对学生进行访谈或展

开调研。根据访谈和调研结果，笔者总结除了以下的教育路径和

技术实施路径。

三、时代楷模人物对思政教育的积极意义

新时代大学生喜欢形式丰富、气氛轻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

普遍对传统讲授式、理论性较强、内容枯燥严肃的思政课堂有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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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心理。因此，对思想政治课进行合理的课堂设计，以贴近新时

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就显得非常必要。

当代大学生普遍有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常常会对自己所

学习的专业领域取得重大突出成就的大师大儒和榜样人物心生敬

意。基于青年学子仰慕先进人物这一特点，塑造榜样力量同样适

用于思政课堂。

“时代楷模”代表着全国重大先进典型，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这样的典型榜样案例融合思政课堂

理论知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时代性和典型性。能够很好的在

学生的思想中种下榜样的种子，成长成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

之栋梁。

在时代楷模的榜样案例讲解时，思政课堂可以用专题讲述、

播放纪录片等方式来丰富教学内容，用课堂现场畅聊观后感、课

后社交媒体分享观后感的形式，可以更好的呼唤青年学子的心灵

共鸣，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成长为党和人民的红

色力量，祖国建设的青年栋梁拼搏奋斗终身。

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往往是以小见大朴实感人的，这种高

尚的情操和淳朴的奉献是最为动人的故事，也是思政课堂上最生

动最真实最引人入胜的案例，在青年学子中很容易在情感中产生

共鸣，从而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效仿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引发“爱”的教育、是情感

的教育，启发学生爱己爱人、爱家爱国。从社会工作者的先进事

迹出发，循循善诱，我们的思想政治课堂也能在学生的思想深处

逐渐扎根。

社会各界各领域的时代楷模在学生心底牢牢扎根之后，思政

教育工作者再进一步引导学生总结时代楷模的优良精神，探究他

们所拥有的高尚情操，为下一步的教育开展做好铺垫。

有了这些榜样人物的精神引领，学生懂得了热爱祖国、奉献

人民、坚毅执着、志向高远是成长成才的必要条件，对于继续向

其他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时代楷模学习就水到渠成了。

四、移动互联时代的思政教育与“学习强国”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

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

引力。这为新时代下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创新方向，只

有“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才能将教育与时代相融，

真正的让思政从课堂走进“00 后”的心里。

仅靠传统的讲授式思政课堂就想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是无法真正抓住新时代的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的功夫还应在课堂

之外。移动互联时代，手机不仅仅是通讯的工具，更是获取信息

的重要窗口。

为什么要重视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介的教育功能呢？因为这种

以媒介为载体的教育功能可以呈现出多元的学习模式，这种新兴

的学习模式异于传统的教育方式，它不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

心，碎片化、即时性方便了学生接收学习信息的成本，这种依托

于媒介的学习新形态主要呈现出混合式、泛在化、个性化、社群型、

沉浸式和休闲性六大特性，而这些特性正是符合当代青少年教育

规律的。

如何让“学习强国”等应用被学生接纳，培养学生养成自觉

的使用习惯，笔者进行了如下的思考和探索。“学习强国”作为

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建设的学习平台，蕴含海量的知识信息

与丰富的学习资源。

一个手机应用软件被使用要基于用户的使用兴趣，有了兴趣

用户自然愿意点开。为了引导学生对“学习强国”平台有使用兴趣，

教师首先要熟知“学习强国”平台的内容特色。

新时代大学生通常热爱科学文化知识的探索，不妨引导学生

从养成慕课的使用习惯开始，培养学生对“学习强国”平台的认

同感。对于具有多重功能的手机应用软件而言，当用户从一个角

度切入，对软件产生了认同和依赖，尝试使用其他的功能，或者

耳濡目染之下愿意使用其他的功能也就水到渠成了。

笔者在对使用“学习强国”平台的学生访谈中发现：有的学

生逐渐对“学习强国”中的各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视

频感兴趣；有的学生为了强化英语学习对“英文播报”“每日一词”

感兴趣；有的学生对“每日一景”“每日一曲”等艺术类栏目感

兴趣……更有的学生告诉笔者他所在的宿舍已经养成了晨起播放

新闻联播，自觉关注国内国际大事的好习惯。

当下网络思政新形态下，加大力度宣传推广“学习强国”平台，

让其广泛的在学生群体中使用有利于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的榜样教

育，让学生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政教育“第二课堂”。

与此同时，“学习强国”平台上榜样人物的事迹更多，展现

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微视频、纪录片、电台广播等形式更有利

于学生接纳。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大学生会面临很多的抉择与挑战，在

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会面对各种物质和利益诱惑，每当这

种关头，心中有崇敬的榜样人物，学生往往自觉向榜样人物看齐。

树典型立榜样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大强有力的抓

手，利用青年典型的正向示范作用带动高校学生群体良性发展也

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大路径。

以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为切入，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

教育理念为指引，以“学习强国”等新媒介为载体，契合时代需求，

符合学生学情现状，以身边人、身边事在学生中塑造榜样力量，

真正将思想政治工作在学生的思想上落实落地，入脑入心。

以榜样为引领开展思政教育对于中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将理论知识通过榜样人物先

进故事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意识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为

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摸索出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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