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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提出是以为促进我国的繁荣发展，全面构建高素
质、综合型人才队伍，而高校承担着多种社会智能，包括人才
的培养、文化传承、科学研究等等，因此，中国梦的引入，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尤为重要，在此过程中，教师除思
想政治的教育落实之外，亦需要将中国梦的思想指导全面渗透于
其中，以加强思想政治的有效教育，全面提升高校学生的思想
道德以及综合素质。

1　中国梦对思政教育的积极意义
1.1为思政教育提供理论基础
在中国梦的引领下，能够使得学生的思想品质以及政治素养

得以进一步提升，同时，其存在的本质内涵以及独特的意义亦
是能够辅助学生再次重构价值体系，以使其得以形成更为科学的
三观，从而为思想政治的教育提供理论基础。

1.2为学生的奋斗提供了助力和动力
中国梦的思想理念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积极的感染及影响

力，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引入中国梦，对于学生则有着良好的引导
作用，以促使学生能够在中国梦的激励下，提升梦想实现的精神
动力。在此基础上，中国梦强大的感染力下，亦是能够有效促使
学生的良好精神品质，使其能够更为积极地为梦想而奋斗，有着
不可估量的影响理论，使得学生能够坚持其梦想[1]。

2　中国梦引领思政教育的主要途径
2.1加强学生对中国梦的理论认知——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教育的开展与落实在基础前提，在于学生的有效了解与基本

认知，因而在教学中，教师需首先引导学生得以了解中国梦的历
史渊源，基于此，教师则可充分挖掘教材资源，将其中与中国梦
的契合点加以应用[2]。其次，在现时下的教学改革发展过程当
中，教师则需将中国梦渗透其中一并展开教育指导，以促使学生
能够更为深刻的体会其精神实质，在此过程当中，教师要避免“政
治语言”，应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将其教育思想融入课堂。比如，组
织学生观看相关视频，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开展经典诵读演讲
活动，为学生构建梦想的桥梁等等，以促使学生能够逐渐将中国
梦思想理念内化于心，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此外，在以育人为
本的课程教育中，教师要将中国梦全面灌输于课程教学当中，通
过理论结合启发，教育指导结合自主探究等方式，以全方位的增
强学生的责任意识，使其能够在此影响下，更为刻苦努力的进行
学习，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以将中国梦的教育影响效能发挥至
最大。

2.2加强学生对中国梦的价值认同——利用党团阵地
中国梦的教育实现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此加

强学生党国的教育，使其能够在此期间逐渐明确中国梦的价值所
在，并引导学生里正确认识中国梦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使
其能够加入至中国梦的实践中。其次，则需利用党团阵地开展爱
国主义的教育，以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在此过程当中，中国梦
的注入能够为学生的个人成长与发展创造其实现的基础条件，具
有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的意义作用[3]。另一方面，在现时
下国际间激烈的竞争下，中国梦的落实需要在更为强大的精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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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以实施，这就要求当代学生能够提高并加强其爱国热情，
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作为思想理念，将学生的力量与智慧得
以集中，以全面推进国家的发展进步。此外，教师还需在党团
阵地的基础上将集体主义教育加以落实，以实现中国力量的有效
凝聚。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集体主义亦是其道德品质素养中应
当具备的基础价值理念，能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倾向，
塑造更为健全、高尚品格的高素质人才。

2.3坚定学生对中国梦的信心信念——开展社会实践
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对于学生中国梦的教育，以及思政课程

的有效落实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教师及高校应当积极开展多种
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4]。首先，在考察活动方面，可组织学生
参观我国具有价值立意的文化遗产，如红色资源、博物馆、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等，以促使学生在此期间加深对于革命先烈的敬
畏之情，感受其间我国革命党员坚定的信念与拼搏的精神，进而
加强其对于党的信任和热爱。通过对于实地的参观考察，学生对
于社会及国情的了解则能够更为深入，从而切实的体会中国的发
展历程，进而汲取其中的优秀文化品质，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以及
历史使命感。其次，在主题调研活动方面，教师应积极开展此类
活动的实施与落实，以促使学生的中国梦实践更为自觉。对于学
生而言，实践活动的参与是学生有效提升其综合素养的最好课堂，
能够使其在此期间磨炼意志、汲取力量。同时，实践活动的组织
开展亦能够使得学生增强对于中国梦的认知与认同，使其能够在
实践期间，与其坚定共同的信念与步伐。

3　结束语
高校要重视中国梦的提出与落实，结合思想整体教学方向，

将其与中国梦有机结合，以推进学生思想政治的基础上，进一步
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为其未来的成长发展提供更为积极有力的
价值导向，为其个人奋斗目标提供强而有力的精神动力。在此过
程中，教师可从课程资源入手，结合党团阵地，以及社会实践等
多种教学途径，进而将中国梦的教育指导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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