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2021 年第 4 卷第 5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路径探析
刘　凯　魏彦波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山东 烟台 264670）

摘要：现如今，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主要依托所在学校来开

展，过程不够系统、力量过于薄弱、效果难以持续。作为陪伴学

生成长的家庭和承载学生职业发展的社会参与较少，家庭、学校、

社会教育之间未能实现联动，未能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培养机制。

针对此问题，本文分析了理想教育存在的问题，创建协同育人平台，

探索三者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合作的培养方式，探析理想信念教育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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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影响着党的事业和国家发展，社会各方都

应主动承担起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任，特别是作为伴随学生

个人成长的学校、家庭和社会，更应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共同

肩负起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使命。

一、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

素质教育要求下，各个学校开始聚焦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强化责任领导，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开发信息化、智能化教学

资源，但纵观各类学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有待于

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成效不显著，未能

将理想信念教育成果很好的应用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对个

人成长和职业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一）大学生理想信念观念淡化

当今社会新闻媒介蓬勃发展，新兴自媒体的不断萌芽，学生

接收信息的途径和内容越来越错综负责，这给学生的健康成长带

来很大挑战，部分学生沉迷游戏、网络等虚拟世界，缺乏对现实

世界的正确认识。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走向个性

化、差异化，缺乏爱国主义信念、缺少对党的先进理论知识的学习、

职业道德缺失、诚信观念淡薄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大学生的个人

成长。

（二）大学理想信念教育的社会效应不够显著

目前，大部分学校每周只开设一至两节思想政治教育课，学

生仅在课堂上学习理想信念教育，在日常生活、实习实验的过程

中缺乏相应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和工作的工程

中未能展现良好的理想信念教育成果，未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部分大学生存在诚信意识缺失、利己主义较

重的思想，遇到问题不愿付出不肯分享，对自己的是非得失看得

很重，彻底摒弃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工作岗位上，缺乏敬

业精神，缺少创新意识，工作过程中循规蹈矩、挑肥拣瘦，缺乏

担当意识，缺少团队精神。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太过于依赖学校，过程不够系统、力量

过于薄弱、效果难以持续。作为陪伴学生成长的家庭和承载学生

职业发展的社会参与较少，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之间未能实现

联动，未能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培养机制。

（一）理想信念教育未能发挥多方作用，形成合力

理想信念教育应开展全过程育人，作为学生家长、社会企业

也应参与当中，学校应积极寻求学生家长、社会企业的帮助，形

成合力，发挥各自优势，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动大

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发挥好理想信念教育全过程育人作用。

（二）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较为传统、形式较为单一，资源相

对有限

目前，大部分学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教学内容都是思想政

治教育课，教材内容和教学形式较为单一，注重理论知识学习，

缺少实践教育。学校要主动出击，积极整合家庭和社会上的教学

资源，拓展教育基地，吸纳专业人才，优化培养过程，提升教学

效果。

（三）理想信念教育缺乏考核评价体系

学校对在校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考核手段较为简单粗暴，

缺乏抓手，大部分停留在考核学生参加思想政治课和参与社团活

动情况，而对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思想、行动表现的考核

较少，缺少有指导意义和促进价值的考评机制，考核过程不够客

观公正，考核结果对日后学习生活的指导意义不强。

三、解决以上问题的有力措施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为大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求、利于个人

成长的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学校要主动出击，构建家庭、社会协

同育人模式，创建“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平台，探索三者各司

其职而又相互合作的培养方式，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和系统化的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机制，注重理论育人和实践育人有机

融合，崇尚家庭育人和社会育人的全员参与，促进大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常态化发展，为大学生生活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实现中

国梦提供人才保障。

（一）明确分工，分层实施，形成教育合力，开展全员育人

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不能完全将压力转嫁给学校，家庭和社

会也不能缺席学生的成长。学校、家庭和社会要清楚自身定位，

明确相互分工，实施全员育人。

学校要充分发挥好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主体性作用，确定“一

个目标”，培养“一支队伍”，明确“一条主线”。

确定“一个目标”即从开学时就应帮助学生树立个人理想信

念教育培养目标，并督促学生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行；

培养“一支队伍”即学校应重点培养辅导员班主任及思政课

教师，加强专业培训，打造一支富有责任心、思想先进、业务够

强的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队伍；

明确“一条主线”即明确以理想信念教育推动专业培养、以

专业培养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教育教学主线，强化课堂思政，为

培养学生“德艺双馨”保驾护航。

家长要树立成长榜样，做好学生的陪伴教育和养成教育。作

为社会，要组织不同职业、不同人群，主动走进学校，为学生开

展职业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技能经验教育，特别是一线工

作者的人生经验和成长经历。

（二）创建学校 - 家庭 - 社会“三方教育平台”，整合共享资源，

丰富教学内容，开展全过程育人

学校聚焦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 数字化、智能控制

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专业实践、工作室实践、团建实践三大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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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台为载体，开发建设“线上线下”双线育人软件、硬件资源，

加强校企协同育人力度，强化“双师主体”育人能力，开发红色

数字新媒体，丰富团建“四大阵地”育人形式，构建三个平台，

打造三种品质，实现三双特色，培养学生“匠心、专注、热情”

的专业精神；打造“智慧、传承、有爱”的技艺品质；打造“厚德、

识恩、担当”的德育品质。

协同育人模式如图 1 所示，通过构建家长 QQ 群、微信群畅

通沟通机制，父母陪伴学生一生成长，是最了解自己孩子性格特

点的人，作为孩子成长成才的关键时刻的大学，父母更不应该缺

席孩子的教育和培养。

社会要充分发挥好试金石作用，要为学生提供客观、公正的、

积极向上的成长空间，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确保理想信念教育

成效得到展现。

社会也要主动伸出援手，同学校共建理想信念教育阵地，比

如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基地、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支部领建 + 德育

教育基地，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场

所，提升学校的理论学习效果。

图 1　“德技并修、工学结合”协同育人模式

（三）构建科学有效的考评体系，细化考评目标，开展全面

育人，指引大学理想信念教育方向

通过制定科学有效的考评体系，有利于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

作者进一步认清形势，深入开展精细化工作，将理想信念教育融

入专业知识学习教育全过程，促进大学生的德育教育与专业教育

协同发展。

学校应围绕思政课、校园实践活动、家庭评价、社会实践活

动和企业考评等方面，制定完整的、指导意义较强的理想信念教

育考评体系，通过开发在线考评系统，实时登记汇总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成绩，展示学生学习效果，定期树立典型、表彰先进，

为学生明确前进方向。

学校还应建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激励机制，将考核结果进

行有效利用。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学校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的前进动力，理想信念教育激励机制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

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做与不做的区别，进而将所坚

持的正确的事情继续做、坚持做。

对于在理想信念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树立先进典型，

颁发荣誉证书，在全院甚至全校进行表彰，召开先进事迹报告会。

对于理想信念教育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可以在评优评先方面有所

限制，以形成警示效应。

四、结语

总之，只有做好互相配合，彼此作用，共同保障，学校更需

要与家庭、社会相互协调合作，共同探索建立一套安全有效、平

稳可靠的教育体系，通过加强政策指引、强化阵地建设、突出宣

传引导和严格制度考核等手段，推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平稳高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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