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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王瑞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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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以及激发农民的创新精
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究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指出了当前我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并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
基于当前的现存问题提出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问题的应对策略与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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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hance farmers' socialist consciousness，improve their cultural quality and stimulate their innovative 

spiri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Final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it proposes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faced by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ways to improv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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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
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南
[1]。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分
别是能够引导农民正确认识乡村振兴、能够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意
识、能够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能够激发农民的创新精神。 

1.1 引导农民正确认识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推进城乡

协调发展、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战略。乡村
振兴的内容包括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
务、民生改善等，乡村振兴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引导农民正确认识乡村振兴是非常必
要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农民正确认识乡村振兴的宏伟目
标，引导农民把乡村振兴的实现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为乡村振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增强农民

的社会主义意识主要包括增强农民的政治意识、增强农民的法律意
识、增强农民的经济意识以及增强农民的文化意识。通过增强农民
的社会主义意识，能够更好地发挥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使农民更加自觉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农民的社
会主义意识，使农民更加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乡村
振兴做出积极贡献[2]。 

1.3 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升农民的文

化素质主要包括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
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掌握现代文明的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综合
素质，让他们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和社会技能，提升他们的就业能
力和自立能力；提高农民的文化艺术素养，让他们了解文化艺术，
增长他们的审美能力，提升他们的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的文化
素质，有助于改善农村社会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农民
的综合素质，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改善农村社会环境和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农民提
升自身素质，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增强自身文化修养，提升农民

的综合素质，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建设。 
1.4 激发农民的创新精神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激发农民的创新精神。激发农民的创

新精神，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且
还能提高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农民的素质，提升农民的生活
水平。通过激发和弘扬农民的创新精神激励农民去创新，用自己的
智慧和勤劳去改善生活，实现自身价值。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
助农民增强创新意识，激发农民的创新精神，把乡村振兴的思想转
化为实际行动，以创新的方式推进乡村振兴。 

2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

的需要，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略显不足。农村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存在着问题，缺乏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没有很好地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下面主
要从四个方面探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别是缺乏有效的思
想政治教育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落后、缺乏科学的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 

2.1 缺乏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 
在农村地区，由于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的设置较少，加之

投入较少，老师会衡量收入情况从而选择工资更高的城市，因此农
村地区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3]。同时农村地区的教育设施也不够完
善，这使得当地无法提供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给农村地区的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2 缺乏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该与时代发展相匹配，及时跟进新的社会

发展和政治变化。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偏于落后时，其将缺乏科学
性和实用性。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虽然偏重传统文化，但缺
乏与时俱进、符合当下农村群众的新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
想政治教材涵盖实用性的内容较少，不能真正解决农村群众的实际
问题，也无法满足农村群众当下的新需求。 

2.3 缺乏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注重分析与讨

论、注重教育与宣传。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偏向传统，较为枯燥
而缺乏创新性，使得学习者缺乏兴趣，不能激发农村群众的积极性。
通常情况下，农村一般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缺乏
针对性，没有量身定制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案。另外，农村的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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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忽视了农村社会文化的特点和农村人民的实际需要，往往缺
乏深入的调查分析，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案。 

2.4 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缺乏有效

的检查和评估机制。具体来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监督和考核机制
缺乏规范性，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导致监督和考核过程中存在不
规范、不规范的行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监督和考核机制缺乏有效
的激励机制，导致农民对监督和考核缺乏积极性。农村思想政治教
育监督和考核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监督和考核过程中存
在腐败现象，也导致监督和考核的效果不够理想。农村思想政治教
育监督和考核机制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农民不能真正遵守监
督和考核规定，也导致监督和考核的效果不够理想。这样无法及时
发现和纠正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影响其有效性和质量，
无法按时及格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探究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后，本文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所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将原因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分别
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资源匮乏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3.1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相对于城市地区，农

村的发展速度较慢，农村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传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社会的需求[4]。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
迁，农村人口流动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农村
中更多的是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对新思想新理念的接
受速度较慢，这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地解决当下农村现存的社会问
题。 

3.2 农村教育资源匮乏 
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于城市地区较为缺乏，农村教育投入不

足，教育设施落后，教师队伍素质低下，学校资金短缺，这些都成
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产生的原因之一。具体来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短缺。农村教
育资源短缺，主要表现在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备缺乏、教学环境
落后等方面。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不高。由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匮乏，加之教师素质不高，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式不够灵活，
缺乏创新，导致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不高。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投
入不足。由于农村地区财政投入不足，许多学校无法购买教学设备
和建设教学环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也相对较少。 

3.3 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保守，传统习俗深入人心。农村人民

的生活方式以农业为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业文化为主导，
以乡土文化为特色。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存在
一定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关系等方面。
文化落后体现在农村文化水平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缺乏文化设
施，文化活动机会少。经济落后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
民收入水平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村基础设施欠缺。社会关系落
后体现在农村地区社会分层严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社会治安有
待提高。这些都影响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是农村思想政
治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4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应对对策 
为了改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发展路径，

结合当前问题以及其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四点应对对策。本文所提
应对对策分别是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指导、加强农村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以及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
育管理。 

4.1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指导 
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指导方面，要建立健全农村思想政治

教育组织体系，加强组织指导，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确保全
面落实。在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指导时，要充分发挥政府、

社会组织、党组织、学校和家庭的作用，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建立健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管
理机制，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责任，确保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实施。 

4.2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面，要坚持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

导，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以增强全民族团结
统一意识为重点，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深入推进农村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创新。通过宣传思想政治理论，传播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农
民的政治觉悟[5]。通过强化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把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法规等纳入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运用多
种形式和方法，加强对农村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此外，要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质量，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质量建
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4.3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为了改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应该创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方式，挖掘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学习渠道
增多，通过加强新媒体教育，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各种媒
体，把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农村，让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思想政
治教育。通过引入技术教育，利用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科技，
实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让农民可以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学
习效率。通过开发新的课程，比如创新思维、可持续发展等，让农
民接触到新的知识，培养农民的创新能力。 

4.4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要加强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建立健全农村思想政治教

育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监督和考核机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落实
到位。一方面是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监督机制，要建立健全农
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监督机制，定期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村思想政治
教育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是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机制，
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标准，把考核机制纳入党的组织生活中，定期对
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核，给予党员必要的奖励和惩罚，增强
党员的政治自觉性。通过加强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确保思
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5 结束语 
当代乡村是新时代下我国居民生活和工作的新空间、人文和社

会进步的新载体，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和活历史。党中央提出，
从容应对百年变局，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
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推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
意义，对当下农村的发展有着助推剂的作用。在新时代下，通过不
断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增强农民的文化素质并激发农民的创新精神，将我国农村建设成为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
农村。 

参考文献： 
[1]田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兵团党校

学报，2018（02）：50-53. 

[2]李迎利，王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的思考——以安徽临泉县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19，34（02）：

30-32+38. 

[3]何政通.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意义、困境

及 对 策 [J]. 智 慧 农 业 导 刊 ， 2022 ， 2 （ 24 ）： 130-133.DOI ：

10.20028/j.zhnydk.2022.24.041. 

[4]吕昀祥，汪凤娟.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与对

策——以苍梧县石桥镇帘溪村为例[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

11（04）：32-36. 

[5]刘超群.新时代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多维考量[J].中共银川市委

党校学报，2022（01）：4-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