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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进“三全育人”的 实现路径

1.1 加强思政理论课程教育

1.1.1 抓牢对高年级学生的思政教育

通过观察目前大学生课程的设置不难发现，大多数高校的外

语专业只在低年级设置思政教育课程，尤其是针对刚入学的大一

新生。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这样的课程几乎没有，只是重视

专业能力的培养。但其实无论是哪一阶段的学生，思政教育课

程都必不可少。高年级的学生即将毕业而后步入社会，身份、

环境、心态都面临改变，如何快速适应更复杂和多挑战的变

化，如何坚定面对困难的决心和拥有为社会做贡献的胸怀，此

时的思政教育课程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尤其外语专业同学会有

一部分人从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会和外国企业或者外国人

同事打交道。当工作和交往中面临文化碰撞时，如何向外国人讲

好中国故事、如何在坚定祖国立场的前提下和外国建立友好合作

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清楚中国的外交原则，拥有一定的思想政

治意识。所以，针对高校外语专业高年级的学生，思政教育工作

不容松懈。

1.1.2 课程内容的思政改革

目前高校对于学生的思政教育大多是通过课堂进行，内容则

以课本教材为主。部分低年级同学对于“思政教育”的看法就是

“假、大、空”，只是要求自己通过考试，取得课程学分即可。部

分高年级学生会认为自己已经处于高年级阶段，应该把心思花在

应聘或考研上，对于思政教育课程不屑一顾，认为课程过于单一，

并无价值可言。这样对课程消极的看法提醒思政教育工作者要改

善课程形式。课程内容应当不仅仅局限于课本内容，适当的拓展

延伸也是必要的。多列举新颖生动、与时俱进、贴近学生生活的

例子，以此吸引学生听课的兴趣。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提

升学生思想境界，坚定民族自豪感。还有，课程中除了教师通过

课本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迪之外，教师也应增加请学生“发声”

的环节。让学生主动阐述自己的想法，阐述过程就是学生对自己

思想层面的梳理。教师多多倾听学生的想法，就能发现目前学生

在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也能发现自身思政教育工作的不足与漏洞。

所以，学生发言环节也是帮助老师“温故知新”、及时调整上课内

容的契机，以提高课堂效率。将教师的教育初心和学生的认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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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让学生做到有输入的同时，也能有效输出，如此才能达

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1.2 创新思政教育的形式

对于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更应该落

实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让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让

思政教育工作开花结果。

其一，组织学生观看抗疫纪录片，表演疫情中“逆行者”故

事，学习“抗疫”精神。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能让学生深刻体

悟到：在这次传播速度极快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能够克服恐惧，

只身前往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是多么伟大，这些人都是“大写”的

人；疫情在武汉爆发后，数十天内建起“雷神山”“火神山”，那

是无数人的连夜奋战。在他们身上，又能体会到众志成城的团结

精神。通过学习实人实事，加深学生对于“抗疫”精神的理解。”

其二，高校各学院的班导师、辅导员、思政课教师带领

同学参观当地红色纪念馆，采访老兵，传承“红色”精神。没有

“红色精神”的引领，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和人民。正是这种精神，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跨过无数艰难险阻，一路披荆斩棘走到

今天。这种精神力量应该深深地熔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脉搏之

中，以应对现在和未来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当代大学生处在一

个十分幸福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有更为优越的环境和

条件。高校有责任、有义务将“红色”精神注入学生的心灵，教

导学生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决心为社会的进步奉献出属于自

己的力量。

其三，举办社会志愿者活动，弘扬传统美德。在贫困山区学

校等地为学生提供志愿服务机会，帮助贫困山区孩子学习，关注

自闭症儿童，前往敬老院看望老人……等等。旨在通过这些活动

让学生懂得关爱他人，将个人的价值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促进团

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的养成。

给思政教育赋予更多元化的形式，全方位地将思政教育进行

到底，让学生在课堂外也能接受心灵上的洗涤。

1.3 适当运用新媒体

近年新兴媒体凭借直观易懂、形式多样的诸多优点吸引着各

个年龄阶段的人群，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得以增多。其中，新

媒体对正处于极易接受新鲜事物、正在建立人生价值观阶段的大



8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学生来说，影响更为明显。新媒体为高校思政工作的宣传和实

施提供了新思路、新手段，具体可利用高校网站、微信公众

号、知乎等新兴媒体渠道和平台开展部分思政工作。

在高校网站上可发布最近思政课程及相关活动的信息，让同

学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行程时间的冲撞。开通微信公众号，定

期发布有主题的文章，可供学生在碎片化时间内阅读。作为外

语专业的师生，文案可采用双语，加强了本专业的学习外，还

提升了对本国文化的认知。思政课程教师可在知乎平台上发布课

程相关讨论。课堂时间有限，不能让所有学生都回答同一个问

题，但在知乎上同学可以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看法，也能看到

不同人的观点。

既然让同学通过新媒体接受思政教育，那同学势必会运用手

机等电子产品获取信息。但目前网上有很多不能控制自己言论的

人，这样人的想法势必会影响到学生，接受不准确的观点。所

以也要提醒学生要在浏览网上评论时不要随意“站队”，更不

要成为“键盘侠”，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

2  “三全育人”的保障机制

2.1 保证教师队伍质量

不管“三全育人”以哪种形式实现，学生所接受的大部分

都是由思政课老师安排的课程内容和课外活动。由此可见，从

事思政教育的老师的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会直接关系到学生接受

思政教育的效果。为扎实稳步实现“三全育人”，拥有一支高

水平的师资队伍、党政共团学队伍、辅导员队伍是必备条件。

首先，提高教师自身实力和水平。每一新学期之前，教师

都应接受新的培训，以此加强对新政策、新局势的认识。教师

在与学生相处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面对学习困难的学生持

有耐心，帮助学生找到问题所在。即使下课期间也能热心解答

学生的疑惑。为人师表，时刻注意个人言行举止，日日反思精

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遵从师德。正所谓“教师

拥有10 桶水才有可能分给学生1 杯水”，教师应秉持“三全育

人”的目标，谦虚自律，定期地增加相关的知识储备，以应

对思政教育工作的各种安排，并为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改革提供

可能。其次，建立检验制度。党委人员可“突击”式深入课

堂，衡量教师教学方式是否能深入对学生的教育，调查收集学

生对于授课的接受程度和对任课教师的评价。根据检验结果和反

馈效果决定任课教师在思政教育岗位上是否需要进修和提升，务

必要持“果”上岗，在相关考核通过后才可继续从事思政教师

岗位。

作为直接接触学生、教育学生的任课老师，一定要拥有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热情感触学生，促进学生思政方面的

学习。

2.2 督促党员教师和党员学生起带头作用

党员不仅赋予了公民一种荣耀，更赋予了一种责任和担当。

党员教师和党员学生分别是教师队伍和学生团体里的先锋者，无

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应树立榜样形象、起到模范作用。

所谓“近朱者赤”，党员教师和党员学生就是这抹“朱”色，

渲染周围的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注视着榜样的人会

模仿他的一举一动。

党员教师在工作中应当勇于开拓，创新进取，敢于面对工

作中的错误和困难。充满斗志、热爱教师这一岗位。率领其他

教师集思广益，共同探索思政教育问题，为“三全育人”的

实现献计献策，提出可行办法。平时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和思想境界，引领学生走正确的人生路。在教师一行队伍中

起到表率作用。党员学生在平常与同学的相处中注意宣传党的知

识和参加党的意义，鼓励同学入党，指导同学写入党申请书。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主动帮助同学，关心集体，为集体奉献自

己的力量。党员学生也要时常与班主任和辅导员老师沟通交流，

反馈最近学生关切的问题，让老师更了解学生的现状。党员教

师和党员学生从自身做起，用自身的光芒照耀周围更多的人。

2.3 形成一定的校风

高校是孕育人才的摇篮，寄托着社会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

校风，即这所学校的风气，体现着该校的校园文化和精神追

求。校风一旦形成，就会无声无处地浸透学生的心灵，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所作所为。所以树立怎样的校风，对学生、

教师、外界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生若处在博学求实、团结

向上的校园环境内，自然而然会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正

确的人生价值观。相反，学生若处在弄虚作假、贪图享乐的校

园风气中，大学毕业回首这四年，大概就是虚度而已。

依托于校风的形成，着眼于民族的发展情态和世界格局，

引领师生积极向好心态的形成，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

续完善“三全育人”思政教育体系，促进思政教育的进步。

3  结语

21 世纪的青少年被视为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而大学是人

一生中最宝贵和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在这里所接受的教育会无形

中打磨着学生，决定着他们走向社会的模样。为培养出能够顺

应时代潮流的人才，巩固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深

入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必不可少。在如何落实“三全育人”

实现的探索中，中国高校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取得了一定

的工作成效。但距“三全育人”的完全实现还有一定距离。各

地高校外语专业任重而道远，仍应埋头苦干、积极探索“三全

育人”的实现路径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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