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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学校的相关探析

张　敏

（富蕴县职业技术学校，新疆 阿勒泰 8361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并倡导广大学校应当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进而为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对此，中职学校有必要立足时代教育形式，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学校，从而为学生的发展保驾护航，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本文就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中职

学校的相关策略做了详细阐述，以期能够为广大教师提供一些新的教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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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职教育而言，其本质目标就是培养与社会发展和岗位

需求相匹配的高精尖人才。然而由于教育扩招等因素，当前中职

毕业生的素质日渐下降。在此形势下，虽然很多学校都在依据党

政方针来贯彻德育工作，但效果依然不够明显。对此，广大中职

学校有必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渗入到学校

教材、专业课堂以及学生脑海中来，以此来提高学校育人效果，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良好的人才助力。

一、重视教材建设，革新德育教材

德育教育是中职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落实的关

键教育内容。然而，在当前的中职德育教育实践中，教材缺失或者教

材内容滞后严重限制了其育人效能的发挥。在新时期，广大中职学校

应当在正确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做好德

育教材建设工作，一方面要依据时代形势，立足中职生和中职教育的

特点，编制针对性强的德育教材，另一方面也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德育教材中来，实现德育教材的因势而新。

与此同时，德育教材不但要有质感、有温度，能够反映新时期社会主

义建设思想，而且也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富含一些贴近与

中职生生活和工作实际的内容，如日常礼仪、职业道德规范等等，以

此来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能够更加精准和更加深刻地体悟到

其中的内涵精髓，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联系，提高他

们的政治觉悟，助力其更好地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

二、革新课堂教学，构建新式课堂

对于中职教育而言，课堂依然是其主要的教育阵地。对此，

为了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渗透，

中职学校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这一环节，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

与亲和力，完成思想渗透与德育教育工作。首先，教师要对教学

内容中的理想信念、中国精神、道德法治、职业生涯等德育元素

加以深挖，并且为了深化教育效果，可将信息手段运用到课堂中来，

展示诸如感动中国、模范工人、时代先进人物等方面的音频或影

像资料，将德育元素加以形象呈现，让学生能够在汲取专业知识

的同时，自身的道德品质与综合素养也能得以有序化培养。其次，

应当立足我国国情，依据中职生关注的就业问题以及社会焦点或

社会热点问题，通过案例渗透法来加强思想引领，如可渗入与就

业压力和心理健康相关的学生案例，倡导学生要努力学习和做好

定位，并阐释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变化趋势，引导学生运用辩

证和理性思维来思考就业问题。再者，课堂教学尤其是德育课堂

应当更多地联系国家大事，如教师可针对脱贫问题、地区发展不

均问题等开展针对性的研讨活动，与学生一同探讨相关党政方针

以及解决路径，潜移默化中增强他们的社会使命感，使他们能够

自觉承担历史所赋予的社会主义建设重任。

三、提升师资水平，助力思想进脑

诸多教育实践证明，师资水平的高低对于教育教学效果有着

直接的影响作用。新时期，为了更好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职教育中的落实，务必要做好师资水平的提

升工作。对此，广大中职教师应当牢记自身的育人使命，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党十九大报告内容，要学懂弄懂，

精准把握其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然后将其以合理的方式传

递给中职生。与此同时，学校也要加强相关培训工作力度。一方

面要积极牵线相关专家和领导，定期开展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相关的研讨会与

座谈会，深化广大教师的思想与道德认知；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教

师信息素养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灵活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

段来进行德育和思想教育，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网络手段以及媒

体手段的教育促进效能，丰富教师的教育教学手段，进而以更加

契合于时代和中职生生活的教育方式来践德育和思想教育，潜移

默化中让中职生能够自觉接受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并将其牢记于脑海。

四、结语

总之，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中职学

校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广大中职学校及教师应当正视其中的意

义所在，不断革新观念，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创

新性的教育办法来深化中职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认知，从而为他们在未来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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