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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强，接受思政教育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教育内
容之一，在全面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教育部门对思政课程的关
注力日益提高。为了紧跟现代教育发展的步伐，为社会输送全面
发展的人才，高等院校需要建立先进的教育观念，并且对传统的
教育方式进行创新，以全面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政素养作为教育
目标，为他们今后发展夯实基础。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
院校应不断完善课程思政教育模式和挖掘思政元素的运用。

1　思政在高等院校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思政教育是当今社会国家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教

学机构在提高学生知识储备的同时，加大对品行的教育。思政
教育是对学生内在修养的教育，只有首先提高学生的修养，才
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有很多品质高尚的人，诸如孔
子，孟子，关羽，包青天，岳飞等等。作为教育机构，不
但要借鉴传承古人的优良品质，还要谆谆教诲学生以其为榜样，
为祖国繁荣发展做贡献。

1.1培养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
学校不能单单教育学生学习知识理论，还要在他们在校期间

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为祖国的发展输送人才。而培养
学生养形成正确三观的前提就是在日常教育中注重思政教育课程。
三观对学生来说是影响深远的。学生在经历完高考的重压之后，
难免会对学习逐渐懈怠，导致考试挂科、沉迷游戏等情况的出现，
而在大学思政教学中给他们渗透人文精神的讲解，从而帮助他们
在大学期间保持正确的人生走向。

1.2完善对学生的素质教育
思政教学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格，一个优秀的

大学生不能只表现为成绩优异，而人格品行与成绩相差甚远。学
校对他们进行思政教育就是通过对学生精神的提高从而改变或纠
正他们的不良品行，同时也可以激励出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辅助
他们树立宏远的理想，增加他们对社会的使命感，进而才能推动
我们华夏民族的发展。

1.3可以督促学生们的自我管理并保持良好的学习方式
受年龄的影响，大学的学生没有完全形成自控意识。因此，教

育者要在日常讲习里注重培育他们的学习意识，从而促进他们自
我管理意识的养成和初步分辨是非的能力，他们才能在这个阶段
将重心放在学习上，促使自身加强知识储备。思政老师对于他们
的成绩以及学习心态的影响是深远的，老师注重对他们思政方面
的教育可以高效改变他们的学习态度，并对某些有不良的学习习
惯进行指导。

2　现阶段课程思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2.1大学生素质呈多层次发展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考报名条件放宽，并且高等院校录

取分数呈连年下降的趋势，这就使得大学生群体组成结构复杂，
出现了多层次发展的趋势。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导致每
个人都能在网络中隐藏真实的自己，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抨
击他人。在虚拟环境的庇护下，大学生非常容易受他人影响放纵
自己的言行而跟风模仿，更有可能做出一些有违道德规范的事情。
比如传递自己厌世、厌学等消极思想，给学生传递暴力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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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讨要钱财，针对某个学生在网上散播恶意中伤的信息等。致
使思政教育教学难度大。

2.2部分老师过于注重教学进度
由于老师有明确的教学进度管制，这就使得部分老师存在盲

目地赶教学进度的现象出现，侧重于关注学生们知识量的增加，
而他们的学习能力视而不见。这样的教学模式极其容易让学生们
在学习中造成死记硬背的状态，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对学习的抵触
心理，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全身心的发展。

2.3部分高等院校教师思想理论素养不够
高等院校部分老师依据自身的高学历，在工作中过于重视自

身文化素养的提升，缺乏对学生群体推广和服务的观念。高等院
校老师如果缺乏正确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必然会在日常工作
中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思政元素挖掘与运用的策略建议
3.1创新教学模式和教育方式
中国发展上下五千年，千年来教育与创新在人类社会进步中

是必不可少的，接受教育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由之路，而思政方
面的培养更是在教育中尤为重要。要想提高对学生的思政教育水
平首先就要摒弃以往的教学模式，比如引进新型的教学模式，可
以利用网络的相互性来满足人与人沟通交流。通过师生之间、学
生之间的在线交流沟通，及时准确的了解到学生的思想走向及他
们感兴趣的问题，并因此开展相关的针对性教育。对于互联网资
源的有效规划利用，不但可以提升老师自身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
还能充分地调动学生各方面积极性。

3.2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关于学习思政教育的活动
大学阶段的学生，需要老师全面发挥其领导才能进行引导学

习，老师不能实施课堂上的“散养”教育，在课后还应该多组织
学习关于思政教育的活动，来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中华民族
从古至今就非常看重集体意识。老师要激励他们全身心参加团体
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能提升学生的决策力、合作意识、创新
思维等素质教育。比如，鼓励学生参加“红色革命活动”、“缅怀
英雄先烈活动”等。

4　结束语
大学思政教育肩负着着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在整

个教育过程里，高等院校还需要全面地考虑大众化形式带来的影
响，对思政教育进行优化以及创新教学模式，从每个层面提升学
生的思想品德素质。与此同时，高等院校老师要自主提升个人专
业知识储备和教研能力，在对学生们的教育过程中，贡献自身教
学力量，改变与学生们的交流方式和内容、组织多元化的校园项
目，建立友好、温馨的校园关系，激励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改革目标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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