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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建设中的“不变”与“变”
吕　振

（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　朔州　038300）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德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 ,

对德才兼备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思政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教师是新时代铸魂育人的

关键力量。办好思政课、讲好思政课，必须着眼于立德树人、

培根铸魂。在新时代高校的思政建设中要始终坚持课堂教育的

主渠道“不变”与教学理念的“变”相结合；始终坚持用党的

科学理论资政育人的正确路线“不变”与优化内容组合的“变”

相结合；始终坚持思政教师在铸魂育人上的关键作用“不变”

与提高教师素质、提升课堂活力的“变”相结合。让思政课铸

魂育人的关键作用始终在“坚守”和“创新”中得到体现，始

终为学生的发展和成长提供正确道德指针和价值观遵循。

一、坚持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不变”与教学理念的“变”

相结合

课堂始终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课堂的好与坏直

接关系学生的优与劣，因此，要“深入抓”课堂教学，让课堂

教学的内容在“抓深入”中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开好思政课，

发挥思政课堂的主渠道作用，是新时代高校思政建设中不变的

坚守，守住了这个主阵地也就守住了学校教育中常态化的以德

育人、用德化人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做法。开展思政育人，宣传

党的思想和理论的途径有很多，但是在高校的思政建设中应始

终坚持“重点论”，这个重点就是思政课堂，要清楚认识到思

政课堂的重要性。虽然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课堂讲授和展

示始终是最集中也最重要的方法。因此，在思政建设中要以思

政课堂为主线，围绕这一主线开展多形式、多途径的教育，让

“主”“次”分明起来，使“重点”和“辅助”结合起来，形

成主次分明的常态化思政建设。

课堂是“不变”的主渠道，在这个主渠道中教学理念又是

重中之重，思政建设就是要在“不变”中求“变”，让有限的

课堂在教学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中焕发活力和生机。教学理

念和方法的“变”要建立在对学情的分析之上。“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对于思政课程而言，这个“器”就是教师课前

的准备功夫，准备不足则“器”钝，进而课堂主渠道的作用打

折扣。只有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恰当的教学理念和方

法，进而才能发挥课堂的作用。教学理念和方法是否恰当直接

关系到思政课堂这个“器”是钝还是利，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前

要依学生的心智、知识储备、能力等情况来调整和选择教学方

法、创设教学情境、确定教学目标，不可在课堂这个主渠道中

始终坚持“不变”的教学方法，若果真如此只能使这个主渠道

日渐堵塞，终致崩塌。所以，对思政教师而言难的不是不变的“课

堂”，而是始终“变”着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这一“课堂内核”，

牢牢抓住这一“内核”，并深度研究和学习，在教学理念和方

法上精益求精，才能让课堂具有吸引力，也才能发挥立德树人

的关键作用。

二、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资政育人的正确路线“不变”与

优化内容组合的“变”相结合

对党的科学理论这一主流思想和脉络的讲授不能只是僵化

地沿着历史的发展足迹来固定地进行，在思政建设中要勇于根

据授课的需要来重新优化组合讲解的内容，让固定在历史这条

“线”上的内容，“动”起来、“活”起来、“交流”起来。

在讲解主流内容的同时也要把有地方特色的红色资源和革命前

辈融入进去，整合优化教学内容，使思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时

效性。思政建设中“不变”的是用党的科学理论资政育人的正

确路线，“变”着的是所讲内容的优化组合，但是这个“变”

不是不假思索地随意搭配，而是要依据学生生活实践这一根本

评价标准，让高高在上的理论走进生活，走入学生的心中。在

实践标准之下，还可以对党的历史进行划分，将漫长的历史进

行切割、分块，然后再逐一讲解和学习，让思政课程量化和具

体化，进而降低学习的难度和乏味度，达到陶冶我们的情操，

提升我们的觉悟的目的。

三、坚持思政教师在铸魂育人上的关键作用“不变”与提

升教师素质、提升课堂活力的“变”相结合

任何发展都是人的发展，任何建设都是人的建设。高校思

政建设，重在“人”，其次是“课”。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

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思政建设中，思政教师的关键

作用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思政教师是课堂的主讲人和

引领者，他们铸魂育人的关键作用是不变的，这就要求在课堂

上要始终起到思想的引领和教育作用，引导学生去恶向善，做

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导师。其次，思政教师的关键作用，

甚至是思政课程的关键作用不在“高”，而在“深”。何谓“高”，

意为高高在上。何谓“深”，意为底层根基。“有道无术，则

术尚可求，有术无道，则止于术也。”一些学生认为自己的兴

趣点和主要任务在专业课，不在思政课，殊不知专业是“术”，

思政亦或德育、价值观等是“道”，他们舍弃的恰恰是自己精

心搭建的专业大厦的底层根基。因此，思政教师或思政课程的

关键性在于为专业课程提供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指导，这是“不变”

的“根”，是底层的看不见的“基础”，所以，思政建设要为

学校发展、专业建设打好辅助，树立思政课教学为专业服务的

意识，让大厦之基再深一点、再牢固一些。

在思政建设中，供这个“根”所需的养分最直接地来源于

思政教师，思政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理论功底决定着思政课程的

好坏，因此，思政教师要始终严于律己、精于学习，始终致力

于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课堂活力这个变量。”这是对思政教师

的最高要求，也是思政教师应该努力达到的高度和水平。遵循

这一努力方向不断求索，才能将自身的专业素质提升到符合思

政教学要求的程度，也才能熟练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分析问题，创新课堂教学叙事与话语体系，提高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把思政课教学与专业课相结合，讲出质

量，讲出水平，讲出自己的风采，让学生真心喜爱，并从中受益。

要始终学习，抓住不断提升的专业素质这个变量，以深厚的理

论功底赢得学生，进而让思政课堂的活力迸发出来，给学生深

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

维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