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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大思政”格局构建研究
阮娉婷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省厦门市  361000）

高校是青少年迈向社会的桥梁，在这四年里不仅要教会他
们各种专业知识，帮助他们学会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而且要把正确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传授给学生们，该项工作
是建设并通过高校立德树人的初衷与本心。青少年学生进入高
校后，正站在人生道路交叉口，形形色色的人，新鲜的各式各
样事物无一不在诱惑着他们稚嫩且脆弱的思想，这时就需要我
们帮助他们选择正确的道路，明确内心的想法，坚定无误的政
治理念。高校的思政老师要帮助学生们解决在“人生十字路”
上出现的各种各样思想意识和三观问题，锻炼他们把观察、学
习、思考和实践相结合，要教会青少年能够分辨是非曲直，判
断善恶美丑，对现代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贡
献一己之力。作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构的关键所
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的建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育人，
这必然要求高校全体员工都能真正担当育人的主体，守好一段
渠、种好责任田。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构建必须以“三
全育人”为目标构建并创新有效的管理体系。[2]

1、“三全育人”的内涵及目标意义

1.1  “三全育人”内涵
所谓“三全育人”，是“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三者的简称，具体来说：
全员育人，是指由学校、家庭、社会、学生组成的“四位

一体”的育人机制。学校成员包括辅导员、班主任、党政管理
干部、“两课”专业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
家庭主要是指父母亲；社会主要是指由校外知名人士、优秀校
友等；学生主要是指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全程育人，是指学生
一进校门到毕业，从每个学期开学到结束，从双休日到寒暑假，
学校都精心安排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全方位育人，是指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载体，主要包括学生综合测评和奖学金评比、
贫困生资助与勤工助学、学生组织建设与管理、校园文化建设、
学风建设、诚信教育、社会实践等，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其中。[3]

1.2  “三全育人”总体目标及意义
“三全育人”的总体目标，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各个高校的全面
领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的育人优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关键，切实提高工作亲和力和针对性，
强化基础、突出重点、建立规范、落实责任，一体化构建内容
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使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
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4]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既是对当下育人项目、载体、资源
的整合，更是重新构建了长远的育人标准、体系和格局。做好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我国也在逐步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国力日益强大，对各方

面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加大，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三全育人”就是在

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来的教育理念，贯彻在各个高校的教育过程中，融合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格局。本文讲述了“三全育人”的具体概念和目标意义，分析其理论依据，探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以

严谨、科学的教育方式，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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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不仅要巩固优势、扩大影响，更要破立并举、善于
创新。通过改革试点，构建一体化育人体系，为办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贡献力量。[3]

2、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现状

2.1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有待加强
从 1957 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概念由毛泽东主席提出，

到改革开放初期所倡导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再到 1994 年
国家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12 年教育部发文强
调各个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5 年国
家提出“做好高校思想宣传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是一项战略、固本、铸魂工程”，2016 年习近平主席强调了要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最后 2019 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想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从“思想政治工作”含义的提出到目标
的确定、方向的制定、手段的明确，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一直确
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性质。但“思想政治教育”
又因其教育内容和教育环境的特殊性而任重道远。伴随着科技
的进步，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文化通过互联网传入我国，日本
的动漫文化，韩国的前辈礼仪，英国的绅士文化等等，但同时
一些西方不健康的思想文化也伴随着互联网悄然潜入我国，影
响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国内各种政治思想
事件频发，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有些大学生缺乏基础的法律意
识，没有社会规范约束，这些种种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
了新考验。[5]

2.2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单一
近几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更新换代速度最快的无疑

是电子产品，其高速发展有赖于网络技术的提高，这一成果也
直接影响了很多高校的思政课堂。第一，在课程形式上，越来
越多的高校思政教师使用信息化技术教学，各式各样先进化的
基础教学设备进入课堂。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期间，高校开展
线上课堂，思政老师们通过不同的直播、录播软件为同学们传
授知识。第二，在课程内容上，不少高校在其原有的教学教材
基础上，加入社会当下发生的时事和热点话题，引导学生们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身观、价值观。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对思政
教育的认识提升一个高度，但是目前各个高校的思政课堂还存
在一些问题，最典型也是存在时间最久的即是：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过于单一。传统的思政课堂还是以讲为主，
教师们过分强调书本知识的传授，就思政而思政，缺乏让学生
自觉学习和自发讨论的教学习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
们学习思政知识的兴趣。目前大部分高校的思政课安排的都是
大课，一次可以容纳 100-200 人，这就造成了学生们上课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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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集中的问题，同时低头玩手机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课堂
管理成了高校思想政治老师们最头疼的问题，往往老师们在前
面辛辛苦苦讲了一节课专业知识，学生们却无动于衷。同时当
今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各个高校的思政
教师们需要学习并掌握这些课题，其自身的专业教学素质也亟
待加强。[5]

3、“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政教育格局的构建

“三全育人”理念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新依据，高校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格局就要
做好四个方面：第一，明确育人的目标；第二，集合育人的资源；
第三，遵循育人的规律；第四，创新育人的机制，才能不断提
升自身对人才培养的实效性，才能履行好为国育人、为党育才
的职责使命。

3.1  明确育人的方向性目标
高校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既要融入思

政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同感，又要锻炼学生们亲身实践，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培养学生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行为习惯。当下发生的各种时事热点、
社会新闻等，高校要把握好这些教育机会，引导大学生在奋斗
和奉献自我中找寻人生的价值。

高校要不断更新自身思政教育的教学理念，构建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要积极探索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案，让其能够有效
提升学生自身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要加强劳动教育，贯彻落实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强调体育和美育，让学生们做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6]

3.2  集合育人的协同性资源
“三全育人”，“全”是关键。运用“三全育人”理念构

建高校思政教育的格局，必须集合校内外各种育人资源，实现
各种育人因素的协同。

高校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和专业教师协同。一是要注
重合作交流，鼓励思政教师担任或兼职班级辅导员，注重和同
学们的日常交流；二是要注重培训指导，通过进行集中指导，
促使两支队伍共同协作；三是注重实践研究，为合作育人搭建
一个专业平台，融合思政队伍和专业教师队伍的实践探索与理
论研究，并作出成果。

高校要努力提升自身思想政治课程的水平，并不断的进行
创新实践，倾力打造学生及其家长真心喜爱、并能受益终身的

思政“金课”；要培养并提高各专业老师的教学能力和思想政
治意识，强化他们的育人专业性和责任感，让其能够挖掘自己
教授的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落实相关政策，确保各课程的育
人效果。[6]

3.3  遵循育人的针对性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
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这是
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要求，又是实施“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的基本遵循。

从古至今，从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要提升学生的自身素
质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高校的
思政教育格局要依据“三全育人”理念来构建，就要遵循学生
们的成长规律，根据其不同学习阶段下身体和心理的发展特点，
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育人的各项工作
要做到从学生进入校园到毕业离开校园全覆盖。

高校要加强思想政治课程的建设，深入课程内部；要加强
各种节日仪式，在重大节日及重要历史和社会事件发生时，通
过举行各种仪式，强化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意识，比如，
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发生那天，组织学生为逝去
的同胞默哀；在“五四青年节”那天，组织学生开展演讲比赛、
诗朗诵比赛等等；要充分发挥校史馆和图书馆的育人功能，加
强对优秀校友、榜样的宣传，弘扬本校秉承的校园精神。[6]

3.4  创新育人的时效性机制
在教学活动中，高校要充分发挥党支部党员、学生干部的

带头和桥梁作用，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设计和课堂实践中，加强
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在课外活动中，通过分组方式，让学生自
行组织并开展活动；在日常生活管理中，通过设立学生意见信
箱、开展问卷调查等形式，认真听取学生对学校工作的意见，
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学校的教书
育人工作能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及其家长的期待。[6]

4、结论

综上所述，在“三全育人”理念的影响下，高校的思想政
治教育必须要转变传统的育人理念，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将思想觉悟、政治意识贯穿于学生的成长和学习过程中，同时
要加强思政工作队伍和专业教师队伍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有
效的资源整合，发挥现有教学资源的最大优势，将“立德树人”
的教学思想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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