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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多

元协同机制的三重逻辑

刘婷婷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是“三进”的“主渠道”。根据“三进”、“八个相统一”及“大思政课”关于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协同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环节应当通过协同多主体、多资源建立多元协同机制，用主体、内容、模式的

协同打破壁垒，共同发力，以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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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jinpiang.The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the classroom” is the “main channel” of “three ente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coordination the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ree Entries”, “Eight Harmonies” and the “Great Thought and Politics 
Cours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establish a multipl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multiple resources, break down barriers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subjects, contents and models, and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of the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the classroom”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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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是教育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关键课
程， “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1] 。因此，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的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
辑，形成多元协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
机制，有利于新时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多元协同的模式更好的认识和认同，是
全面贯彻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在协同理念的重要举措，对提升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实质性的推动意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多元协
同机制的理论逻辑。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的内在
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繁荣兴盛的指导思想与
行动纲领。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师生头脑（以下简称“三进”），是当前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三进”的实效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深入人心、
落地生根需要形成协同运作机制，共同致力于“立德树人”的育人
目标，确保广大师生在思想的武装中投身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2］也就是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应狠抓课堂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是“三进”工作的关键
环节，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的
重要一环。“进课堂”要以“进教材”为依据、“进头脑”为目的，
需要把准内容、创新形式、创造载体和平台，依据实效性和针对性，
力争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元协同机制的课
堂中，让学生能够入脑入心、真学真信、真懂真用。

（二）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在要求的协同理论逻辑。
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的三全育人的协同教育理念，虽然思
政课程是“主渠道”、“主阵地”，但让思政课程实现育人效果还需

要在“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协同教育下完成，所以在思政
课堂中将多元主体的思政教育优势适当嵌入，从协同理念的理论基
础上可以进行有效结合。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
对性，要坚持“八个统一”。其中提到了要坚持“坚持政治性和学
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
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
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要求
思想课必须要实现多主体、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多元协同。“八
个统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建设的改革创新方法论，深刻总
结了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构成一个
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2022 年 7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
设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
师资”，进一步强调要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对传统课堂教学进行
协同式教学创新，创建多元协同的立体思政课堂，成为了“大思政”
育人格局下的必然要求。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的要求，高校应通过构建协同机制，整合学校内部思政教
育力量和社会思政教育资源，对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课堂”的教学活动相互配合、协同发力。

依据“三全育人”、“八个相统一”、“大思政课”的育人格局，
思政课的协同机制涉及到众多元素。从主体协同的角度看，涉及校
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协同。从内容协同的角度看，要通对 “思想道
德与法治”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行阐释。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协同机制之间的
内在逻辑

从课堂实施看，涉及到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思政课和专业课、
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协同，引导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协同认知。从资源协同的角度看，涉及到理
论资源、实践资源、教学主体资源的协同。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多元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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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机制的价值逻辑。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多元协

同机制的理论价值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品格要求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实
践中，立足国情党情和世情，是在在解决时代问题中产生的。马克
思指出 ：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是一实践问题。”[3]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
内在要求。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解决具体
问题的过程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系统的提出
了关于“中国梦”的发展目标、“五位一体”的战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生根开花，所以在进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通
过丰富的教学形式、不同的教学主体、恰当的教学方式进行全方位
立体的融入，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课堂中真正
鲜活起来。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人民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
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独立运动。”[4]（p.28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秉持着“不忘初心”的理念，用“全面建成小康”为人民谋幸福、

“共同富裕”带领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全面从严治党”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引导学生理解和认同党的初心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实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就必须从
现实中梳理出体现人民性的实践，而这需要学生能够更加贴近社会，
亲自从社会中感受现实的依据。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本身就是一思想与实践统一的理论。其来源于实践并将进一
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实践品格的内在性，学习与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要坚持思想和实践的内在统一，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
记初心使命，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5] 其次，是新
时代思政课协同育人理论的要求。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课堂”多元协同机制，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与协同理论相结合，突破课程的壁垒、集合校内外
各方的力量、整合各主体之间开展教育，通过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实
现效应的最大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
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善用‘大思政课’”的内在要求。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多元协
同机制的实践价值

首先，通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元协同机
制推动主体协同。思政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主阵地”，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对于这种与实
践紧密结合的渗透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中的动态理论，要加强学
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客观、全面的认知，提升
思政课堂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亲和力，便要汇集全社会各种资源，
聚合各方力量，协作驱动创新，实现跨界融合，加速各类课程重组
和优化，以形成育人合力。校内可对有思想政治教育责任的学生管
理部门、团委、党委宣教部门、各二级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职
能部门通过协同机制进行联动，以丰富思政课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
的形式，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政课堂上产
生新的生长点。在教学中可通过领导干部进课堂、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通向同行、辅导员共同参与实践教学、云上对话楷模人物、远
程参观调研等措施丰富课堂形式，协同机制整合各职能部门之间重
复进行的教育工作并结合各自优势进行有效的补充，统筹相关资源
以提高教育效能。[6] 校外可对接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相关部门、企业
或相关组织，以“现身说法”的形式走近思政课堂，从社会实践中
回归到理论课堂，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进行有机的结合。  

其次，通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元协同机
制进行内容上的协同。建立思政课程群，重点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
外交思想以及“四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模块内容，
根据各门思政课程自身特点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融入进行优化，对同一理论可从不同角度进行融入，注重融入的
整体性。最后，通过多元协同机制可以整合校内外资源。利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典型实践成果、“大思政课”实践

教育基地等资源丰富思政课程的教学案例资源和教学实践资源。利
用社会资源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和分析
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多元协
同机制的实践逻辑。

以主体协同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理念
的一致性。首先，明确育人主体责任。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主阵地”上的思政教师和马克思主义学
院必然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体，而高校辅导员、班主任
和学生管理部门又是与学生联系最密切的思想政治日常教育主体，
专业课程教师通过课程思政在结合专业领域拓展思政教育，党团职
能部门同样也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引领作用。四者之间都有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责任，加强协同
育人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专门机构，建立相关制度，加强思政课
教师与辅导员队伍的日常沟通，综合学生在思政课的学习状况和日
常学习生活中的行为表现，精准开展教育教学。通过建立协同育人
考核评价及激励机制，对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队伍的协同育人情况
进行量化考核，充分激发他们主动协同的积极性。其次，统一教育
主体理念。由于不同课程的教师囿于各自工作的属性和特点，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
求不能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从理论与实践双重进路引领教师树立协
同育人思维，强化协同育人意识，提升协同育人能力。

以内容协同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理论
的统一性。思政课、专业课课程思政、日常思政教育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育人内容上既有内在关联性，又各有侧重
点。要通过构建育人内容协同机制，充分发挥二者在教育内容上的
互补性，提升思政工作效果。完善参与式备课制度，要建立辅导员
参与思政课集体备课制度，使思政课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特点，吸
收相关建议，科学安排教学内容，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辅导
员进行主题班会时也可结合思政课的内容进行日常思政教育。

以模式协同机制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课堂”实践的系统性。首先，多元协同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以思政课为“主阵地”，通过“请进来”的模式，
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领导干部、校友、辅导员、行业楷
模等不同主体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增强话语体系的说服力。实行联动
式活动，让思政课教师参与到校、院主题教育活动内容设计和现场
组织中来，提高活动的思想性，同时思政课教学实践活动也要与学
校或院系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协同评价机制，
避免“两张皮”现象。其次，多种方式丰富实践教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丰富的实践特点，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利用校内外的资源开展实践调研、VR 场馆参观、实地考
察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进行体会
和感悟。最后，通过建立思政教育协同管理平台，对学生进行协同
考核，让学生的思政课成绩和德育成绩相互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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