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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高校意识形态管理
阿曼·叶尔拉汉

（新疆农业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现阶段，在高校面对的众多挑战中，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通过学习和实践不难发现，解决这一类问题必须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理论联系实际，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和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

才能有效提高高校意识形态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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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了牢牢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指出，可以说

为高校在新时期思考如何加强和建设高校思想领域管理工作时，

提供了思路和方向。高校不仅是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场所，而且

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前

沿阵地，其对于培养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

是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各种文化潮流

的席卷，高校中出现了各种思想，有一些甚至已经挑战到了高校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开展，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各个高校必须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将高校教育和新时代新实际相结合，稳步加强高校意识形态

的引导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高校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水平。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其在社会共同意识中普遍存在，

是对这个时代经济基础的客观反应。当今时代，是一个网络发达、

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社会意识存在其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为

主导的社会意识宣传不到位时，它往往会滞后于这个时期，为此，

高校作为宣传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对于师生意识形态教

育工作迫在眉睫。然而，正是由于高校是立德树人的主要阵地，

使得其内社会思潮出现多元化的现象，这就导致了多种社会思潮

相互争鸣，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

一些有害的社会思想也借用高校这一载体进行扩散与传播，让高

校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等遭到了压制。

（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多年以来，敌对势力对我国青年学生群体的思想攻击从未停

止过。由于西方意识形态通过网络等多种媒体不断传播，再加上

当今师生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多样化倾向，以及不少“00”后大

学生思想具有跨越性、猎奇心理强等特点，我国高校不少师生受

到其干扰，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

理想信念受到冲击。一部分高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

动摇，导致其崇洋媚外，崇尚西方自由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产

生了美好的憧憬。丧失基本价值的判断能力，是非美丑不分，意

识形态淡漠，缺乏政治热情，更严重的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当

作生活信条。

质疑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今，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已逐步挤入世界先进文化之林，但是，不少大学生对此十分淡漠，

他们忽略传统节日，对洋节趋之若鹜，热衷于外国电影，对本国

电影嗤之以鼻，网络上随处充斥着对我国传统文化淡漠的现象。

这些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略有欠缺

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对于师生的重要性无可厚非，较好的思想

政治教育可以使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而促使学生树立正

确的三观。这对于新时代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喜中

有忧，部分高校对于师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落实略有欠缺。在不

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中，部分教师仅仅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容易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而这一个环节却是极为重要且

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部分高校也没有把意识形态的研究作为

科研的重点，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方面的经费没有

得到充分保障，使得大量优秀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流失。最后，

高校对于意识形态教育方法缺乏创新能力。如果按照原有的教学

方法按部就班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很难达到理想中的实际效果，

反而会使学生产生厌倦等现象。

（三）高校意识形态网络技术维护责任有待加强

高校意识形态的网络技术维护责任是指网络传播渠道单一、

宣传力度不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缺乏热情。当今，网络对

于每个人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很多思想都是通过网

络这一平台进行传播的，而高校作为“意见领袖”，通过微信、

微博平台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是，部分高校往往忽略了网络这一媒介，使得学生缺少了受到

意识形态教育的这一平台。高校通过网络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传播的同时，不能仅仅注重理论的解释，而应该时刻地注意学

生在其平台下的反馈，并与其进行交流，而高校仅仅局限于将内

容发布于网络平台之中，缺少与学生的网络互动。

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对策

在面对上述问题时，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要是

让这些问题蔓延开来，高校师生的意识形态将会逐渐被其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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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所取代。因此，在解决意识形态管理方面的问题上，必须以

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来指导高校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高校作为宣

传思想文化的主要战略阵地，对于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有着不可

或缺、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充分利用好高校这一平台，切

实抓好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与管理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以此来提高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过历史

颠覆和时代验证后的指导思想，同样也是中共百年探索才积累出

来的真理，当然也适用于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建设。在未来的发

展中，只有我国高校的有志青年真正觉醒，从根本上认可国家软

实力，才能真正意义上提高高校意识形态管理能力。

首先，高校应该将思政课放到首要位置上来。高校学生接受

意识形态教育最主要的渠道还是来源于高校的思想理论课，高校

教师应该及时将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充分结合课程，通过授课、

实践等的形式，向广大学生传播其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强化他

们的政治意识，让该意识成为今后学生的主要思想。在教育过程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内涵应该被正确地解读和

发展，与此同时，可以尝试与学生交流互动，听取学生对此的反

馈，根据学生的疑惑反馈，再次进行详细的解释，不断周而复始，

让学生从根源上完成思想的转变。

其次，加强和提升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延伸

和渗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关乎国家性质和发展方

向的指导思想，同时是高校的指导思想，也是高校未来培养和输

送人才的发展方向，更是各大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所以，

高校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对此进行传播。通过采用校微博、微

信的公众号向学生每日定时推送相关领域并通俗易懂的文章。通

过学习，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

发展渗透，让学生的思想认同感得到质的提升。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该在高校中被充分研

究。在学生初步理解了这一思想后，高校可以尝试举办与此相关

的论文活动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这样不仅可以巩固学生对这一

理论的掌握，而且可以使其对这一理论进一步的研究。学校积极

组织全体教师定期探索学习理论，只有在理解、运用和实践的基

础上，我们才能有效地消除其糟粕之处，汲取其精华，加深师生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从内心深处认同

此思想，从而可以有效帮助各大高校提高意识形态的管理水平。

（二）树立学生“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分别指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是十九大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发展

进步的重要保障，更是我国高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重要指

南，全面解读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所以，“四

个自信”的树立对于高校开展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是事半功倍的。

树立道路自信。顾名思义，道路自信指的是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应该以什么样的目标、以什

么样的行动、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等内容去实现我国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事业。道路自信可以使高校学生了解到封闭僵化的老路走

不通、资本主义道路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所以，开展高校

意识形态工作需要让学生明白我国道路的走向，明白我国道路前

进的方向，明白必须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持续深化改革，以符合实际的新理念引领发展。

树立理论自信。理论自信是在我党发展过程中悄然兴起的，

其是指导我党出台各项决策的基石。为了能使我国高校意识形态

工作平稳运行，理论自信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唯有如此才能

够端正学生的态度，树立符合时代特征的价值观，唯有在此基础

上才能让学生心系党、敬爱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高校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才能使其掌握相关基本知识，才能更轻松地开展意识

形态工作。

树立制度自信。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制

度保证。由我国的各项基本制度组成的，在组成中，各个制度都

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建立的，渗透在每个制度之间，并在

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及完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构成了意识

形态的基本框架，唯有坚持制度自信，才能顺利开展意识形态教

育。因此，高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应让学生明确我国现有的制度，

了解现有的制度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使其明白要充分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方向。

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引擎。

我国上下 5000 年的历史长河，形成了我国独有的文化魅力。正是

因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才形成我国传统

文化的内涵。因此，想要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水平，必须

将我国的优秀文化与现代教育进行融合，并以学生为主体，加大

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进而提高我国的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软实力，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主义、爱国

意识、文化自信，有效推动高校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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