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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生思政理论课对塑造人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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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要持续发展，要培养更多的新时代大学生，就一定要办好高校思政理论课。在这个问题上，从培育好大学

生高尚、优良的政治人格出发，深化大学生新时代政治思想认识，紧紧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高扬思想爱国旗帜。将

培育具有民族复兴担当的时代新人之树人的根本任务实质展现到位。凭借坚强有力的思政教育工作，指引大学生不断更新

认识层面、坚定个人信仰、改正行为方式。本文从现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出发，分析大学生思政理论课对塑造、

健全品格的重要作用和如何去践行思政理论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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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行为大多是被一定的动机所激发，但引起大

学生产生动机的因素有很多，可能主要是大学生内在的某种

需求或理智判断，也可能主要是某种外部环境的刺激，还可

能主要是高校教育者的教育指导。大学生对引起自己动机和

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不一定都能意识到。当前环境极为复杂、

千变万化，高校应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导大学生选择正确的和积极的行为。以青春之旋律，赞

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荣耀，通过学习思政理论课培

养自己的高尚情怀，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家国情怀，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武装思想头脑。 

一、忠贞爱国心，字句爱国情

常言道，思政理论课是思想政治道德为主流教育所开

设的一门教育课程。稳固思政理论课学习的思想教育工作，

是巩固、完善，发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性任务的关键课程。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所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引

导人民锻造的红色革命文化以及现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

建设思政理论课提供了厚积薄发的深厚文化力量。学会把握

各个不同方面的有利条件，充分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长期以来形成的成功经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怀揣必胜信念，坚定有信心，有能

力把大学生思政理论课办得愈加优质与高效，将爱国主义理

念传播进行到底。

（1）思政理论课是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方向指引

进入大学，学生所持有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以

及世界观愈加完善和形成。大学思政课是大学教育的基础，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关系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在大学教育工作中有着十分必要和迫切的重要性，而思

政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高学生的思想

觉悟，还能转变学生的思想，并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为坚持、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意识，提供有力的思想指引。

（2）思政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指南

思政理论课里包含着许许多多青年对家国情怀的思考。

在众多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不断涌现出新思想对继往开来的

后辈们提供有力的指导。曾几何时，天朝上国沦陷为列强侵

略与欺辱的对象，中华民族沦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但举国上下的人们为缓解国内紧张局势，拯救民族危机的探

索就那一刻从未停止：洋务派试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拯

救中国，但却止步于甲午战争的惨败；革命派突破帝制牢笼，

但却以军阀偷窃革命果实而宣告无实效， “半殖民半封建”

的社会性质仍未改变，中华民族危机依然威胁着举国上下。

漫漫长夜，广大人民群众不知何时才能看见曙光。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曙光微微闪现，俄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社

会主义制度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得到学术界广泛

认可，激发了人们对冲破思想牢笼的强烈渴望。中国共产党

人拨云去雾，横空出世，给中国带来曙光，成为带领中华民

族走向光明未来的唯一希望。他们抛头洒热血，艰苦结束军

阀割据的统治，保家卫国，视死如归，战胜日本的侵略者；

以天下为己任，统一百年来残缺不堪的国家而“一唱雄鸡天

下白”。这无不体现出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思政文化涵养

背景下相同的家国情怀。

思政教育是国家建设文化事业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各

个社会主义大学的思想学习特征，是每个大学生增强文化底

气，提高文化素质的重要媒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

是大学课程中，放在教育全面发展的中心地位，作为一名大

学生，倘若没有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在社会发展的复杂

性、曲折性、螺旋上升性里难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相对容易

产生偏激情绪，导致道德水平在社会上有所偏差，与时代有

所脱轨，不能较完善具备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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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缺乏坚定的文化自信基础。通过思政理论课的熏陶，

大学生能够从中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蕴含的政治智

慧和独特思想，激发对思政理论学习的兴趣，能够了解更多

政治知识，武装个人头脑，坚定文化自信，涵养个人屹立民

族文化自信的高尚品格。

二、以生赴使命，以己护苍生

（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使命”之义

在帝国、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个大包袱下，

广大群众心慌不安，社会民不聊生。但任何时代皆需要楷

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冲锋浴血战

士，他们依旧是不能缺少的精神榜样和国家顶梁柱。大学生

作为学者群体之一，更要拥护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

指导是大学生思政理论课最核心的体系之一，能够向大学生

传达重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命是为国为党为民，责任是

担当民族脊梁

（二）立志坚定者，悼古与思今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人的

历史使命。一个时代的思政理论思想，对一个时代青年品格的

塑造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随着辛亥革命结束，民主共和思

想在学者界进一步传播。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爆发，许

多有志、爱国青年挺身而出。为根除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思想，以陈独秀、李大钊等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学者代表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进一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在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反响，反映出当代学者对救国意志的坚定。

（三）定吾辈信仰，与时代同行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立志不定，终不济事。作为新时代青年，更加需

要坚定自己的信仰，敢于创新，培养协作精神和艰苦奋斗精

神，善于“吾日三省吾身”，勇于面对机遇与挑战，学习思

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思想和基本知识，运用思政理论课提

炼出的精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奔涌的时代中

前行。

三、贮存一分热，闪耀一分光

无论何时，为党育人、为国争光的初衷不能忘记，中

国共产党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方，始终在为实现共产主义

理想事业而不懈努力。新时代大学生作为祖国的花园、屹立

于民族之林的希望，也将抛头颅洒热血的峥嵘岁月，以青春

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荣光，通过学习思政理论课

培养自己的高尚情怀，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家国情怀，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培养民族气节，塑造具有政治智慧

头脑的思想品格。即便不需等待炬火，也可如萤火般一点点

闪耀自己的一分光与热。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百年建设道路走来实属不易，作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时代新人，要学会在逆境当中把握方向，做不

改颜色的孤星，做思政理论的弘扬者，向着骄阳似火的太阳

而所向披靡。

四、结语

一切伟大的雄壮、宏伟的事业都需要人才担当。他需

要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参与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立志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

设而奋斗终身的有益之才。做好思政课的巩固工作，要从现

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出发，分析大学生思政理论

课对塑造品格的重要作用，如何从实践出发，践行思政理论

课思想。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一步落实到位，坚持文

化自信与理论自信，涵养个人屹立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尚品

格。塑造大学生政治品格、深化政治思想知识层面，旗帜方

向有力鲜明，让思政理论课在大学课堂中育人，培养更加具

有实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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