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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程
路径研究

吴小丽

（广州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是推进党

的建设的重要载体，新时代高校教育工作者要自觉坚守使命，努力推进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课程的深度融合。高校思政教师要在实际教

学中增强思政课的理论魅力，丰富形式，提升情感号召力，引发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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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了许多朝代的兴衰，见

证了从封建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历程。当今中国社会

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文教育制定了美

好的计划，并促进了优质的社会发展。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对于

体现中国民族思想和满足社会人才的需求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大学思政课中的

重要性

实践证明，大学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充分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

为校思想政治实践教育的基础，武装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并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起全面贯彻党的政策。高校

思想政治的实质是知识教育、情感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统一，影响

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观念。在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大学将党的建设理论纳入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作为学习新

思想和新知识的基础，帮助年轻学生树立、完善和行使自己的政

治价值，锻炼崇高的品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的结

合路径

（一）建立信心并丰富生活

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是促进道德与法律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重

要途径，因此，教师必须在新时代加强思想教育。在高校思想政

治课程中，教师应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深入理解和分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学生生活的高效性，

我们需要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需求，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大学生在入学之初会对未来感到迷茫，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难以

抉择，这时，教师需要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建立学生的信心，

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加坚定，充分利用人才培训机制，丰富学

生们的大学生活。

（二）四个全面，全面思想

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充分分享建设成

果，促进社会法治建设。在新时期，我们始终享受着社会主义发

展下法治社会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大学生毕业后更是要为社会主

义发展作出贡献，促进社会进步。高校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课的讲解时，应将这两种精神纳入教学法，使学生做一个有道德、

懂得感恩且具备法律意识的人。当教师利用“四个方面”融合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高校思政课程时，要帮助学

生树立全局意识，使学生主动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变化，通过讨论

认识到改变的原因，并探讨如何通过改变自身融入社会。

（三）强化阵地意识，夯实工作根基

在高校和意识形态领域，牢固地确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的思政课政治发展方向。强

化“四个意识”基础，为高校提供党建支持和理论支持，增强大

学党建的思想动力。此外，学校应加强大学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团

队的组成，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加强大学党建工作。教师需要建

立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充分利用大学

党组织的主要意识，形成教育合力。

（四）创新教育载体，拓宽工作思路

为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融入大学

的思想政治进程中，教师需要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开展新

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组织学生在学校筹备文化长廊，促进高校

党建和政治教育中的互动和相互学习。教师还可以协调学校内部

和外部的各种资源，改善实践教育途径，在大学中建立党建和思

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实践课程，并定期举行红色文化活动或其他活

动，扩大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课程建设高校党派，了解新媒体时

代高校党建工作的规律，夯实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平台，通

过线上线下审阅有效资源，实施顶层设计，开辟大学党建和思想

政治教育的微通道。

三、结语

简而言之，新时代、新思想和新路线都对大学的思想政治教

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思想意识在大学思

想政治中的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高校教师需要从学生的角

度出发，肩负起责任并打破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以思政理论的

深度、教学途径的宽度和情感方面入手，推动高校思政教育课程

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一代又一代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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