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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立德树人心，讲好特殊时期思政课 

赵丽清 1 

（天津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老师们的教学由线下转为线上，面对高校大学生群体，如何讲好线上思政课，如何将疫情

中凸显出的生动事例自然地融入到思政课程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激励青年学生脚踏实地、积蓄力量，担负

起强国富民的使命大任，是思政课教师重点思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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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教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新冠疫情的爆发阻断了高校师生如期返校的脚步，在教育部

“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号召下，各大高校在尚未开学之前

就已行动起来，充分熟悉并利用各大线上网络教学平台，打响了一

场在线教学的网络攻坚战。然而，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与机遇。 

让老师们的教学由线下转为线上，由面对面、面对黑板转到面

对屏幕，从教室空间转到网络空间，从传统课堂表达到影音化、网

络化表达......当上课看不到学生脸的时候，在初期，老师上课面对

电脑屏幕会出现“恐慌”、“没有安全感”的状况，对于学生的思路

是否和自己的教学思路相伴而行而感到迷茫。教与学的互动，老师

与学生的互动，作为讲好课程的必要条件，当这种情况在网络平台

上予以反映时，看似更加便捷的师生互动，频繁的弹幕和众多的群

聊天是否会导致互动效率低下，这也是授课教师值得注意的问题。

北师大张志勇教授表示：“教学活动不是单向的信息传播活动而是

建立在基于师生、生生多维互动交往的社会化活动”。要让学生参

与到线上课堂中，必须让学生明白这个课堂是师生共同生成而不仅

仅是教师的事。 

作为思政课，理论性尤其强。面对疫情下的在线教学，进一步

优化教学内容、凸显思政立德树人的本质尤为重要。此次，中国与

一些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差别更是开展思政课程最好的“活

教材”。在疫情背景下讲解思政课程，可进一步让广大“90 后”、“00

后”青年学生在防疫战役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锤炼品德修为，勇担时代大任。 

二、如何在疫情期间讲好思政课 
（一）把疫情内容穿插到课程中讲解 

在这个特殊时期，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如何巧妙地、顺其自然

地把疫情相关内容穿插到课程中，而不是硬塞给学生，这个显得尤

为重要。同时一定要注重和学生的有效互动，这个是线上教育联系

师生的关键。具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1）党中央对疫情的部署，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概论课程中讲到，191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

登上历史舞台后，率领中国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之前其他阶级也有过很多次不同的探索和尝试，但最终都失败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胜利，根本原因在于中

国共产党率领的工农联盟军是以老百姓为中心。长征时，红军强渡

乌江，这时的红军，前有乌江天险，后有强敌尾追，一分一秒都事

关存亡，而渡口的船只大部分都被国民党拖走或烧掉了。红军要过

江只能砍伐当地竹子、扎竹排。即使是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他们在

砍伐竹子时并未一味的只顾自己，把竹子全部砍光，而是把竹子做

上标记，哪些能砍哪些不能砍。因为按照当地老百姓的说法，砍竹

子是要分清公母的，不能全砍，几根母竹子之间要留下一根公竹子，

否则，一笼竹子就全死了。就是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率

领的这支队伍依然惦记着此地老百姓不能没有竹子，也许只有红军

这样的队伍，才会这样细心，不会为了夺路远征，断了老百姓的活

路。如今，竹子在当地是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产业。 

其实这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

脉相承的。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生命放在

第一位，体现人民至上的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

人民团结一致，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从总体上控制住疫情蔓延形势，

其实，只有真正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反观，以美国为首的个别西方国家，他们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

医疗体系，但是却成为疫情重灾区，死亡人数更是创了先例。到底

谁才是真正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谁才是真正的重视人权，一

目了然。 

从课程内容角度看，通过对历史例子的呈现和疫情大考下中国

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深刻诠释，完全把课程内容前后惯穿了起来（前

边是毛泽东思想，后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加深学生对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解。 

（2）国外疫情肆虐、中国大规模或捐助或出口口罩、呼吸机

等“中国制造”防疫物资—凸显中国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这场全球抗议中，中国从未缺席。虽

然国内疫情逐渐好转，但仍是防控重点。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国

内疫情尚未结束，中国就加快马力不分昼夜地生产口罩、呼吸机、

防护镜、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持其他国家的抗疫。 

结合概论课，近代以来，到 1949 年建国的中国，一颗钉子叫

洋钉、一袋水泥叫洋灰、一盒火柴叫洋火，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但今天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

其他国家用二三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如今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

制造国，原来我们只占世界制造业的 2%-3%，2009 年中国制造业

占世界制造业的 18%，2016 年是 26.7%，世界第一。2025 年中国制

造业将占到世界制造业的 40%-45%。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 39 个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

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疫情期间的

中国，在充分满足本国防疫物资足够的情况下，并不像某些西方国

家标榜的所谓“限制出口”，在口罩、防护服、医用手套、检测试

剂等出口产品上，中国既保量又保质。“中国制造”为全球抗疫作

出了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国人民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举全国动员、形

成合力，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国内疫情，复工复产，从而才能腾出

更多的时间在防护物资方面或捐助或出口国外。这正是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的生动体现。 

（3）疫情期间，中国“健康包”是海外留学生的“定心丸”

—留学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的明天 

四渡赤水期间，一个女红军分娩，为了保护她，负责后卫的红

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严令部队打一场阻击战，一些战士多日来压抑

的情绪就爆发了，“为了一个孩子，用一个团打阻击，太不值得了”，

董振堂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他说：“我们今天打仗，不就

是为了下一代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随着海外疫情形势日益严峻，海外留学生的安危冷暖时刻时刻

牵动着祖国和人民的心。祖国在奋战抗疫时并没有忘记国外这些后

浪们，大使馆从防疫提醒、帮助协调学生生活困难，到协调就医、

提供防疫留学生“健康包”，体现的正是祖国对千千万万个下一代

的关心。很多海外留学生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平台，留言自己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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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到防护物资，感受到了来自祖国浓浓的爱。她们，满足一个条件

即可领取防护物资，即中国人。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

豪—不论身在何处，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保护着自己。 

（4）面对疫情挑战，中国与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中国体现出的大国风范、礼仪之邦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

和最好诠释 

“You 滴答滴答 me,I 必哗啦哗啦 you”。现在疫情全球肆虐，截

至到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了援助。

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派遣医疗专家。当初

中国疫情严重时期，这些国家也都给过帮助，“投之以桃、报之以

李”，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网上有一句话“美国到处送制裁，中

国到处送援助”，我们国家在真真切切地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七年前，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提出

了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今，在全球战“疫”中，更加凸显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而中国也在真正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从教材内容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概论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而疫情下中国的种

种做法，是很好的授课素材。 

（二）正确引导学生、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 

讲好思政课、尤其是特殊时期思政课，关键在于发挥教师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

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疫情期间，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上演“甩锅大戏”，再加上国内一些反

华势力“键盘侠”们的里应外合，网络上充斥着一些负面的、虚假

的、抹黑中国的错误言论。青年学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自

己的判断，但是面对一些错误言论，还是存在着被利用的可能性。

所以，思政课教师务必引导学生多看官方正式公众号及权威网站，

在平日学习中，遇到好的文章、视频要及时与学生分享。一方面告

诫学生遇到不明言论及时向自己请教，另一方面要引导青年学生坚

定“四个自信”，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的奋斗之中。 

三、特殊时期—鼓励青年学生积蓄力量、担负起强国富民的使

命大任 

在中国疫情防控初见成效，韩国、日本等国疫情严重之时，韩

国定点医院 16 名护士却集体辞职，引发巨大舆论争议。反观中国，

在人们眼中还是孩子的“90 后”、“00 后”在此次疫情防控斗争中

成为驰援湖北医护人员的主力军，总人数约 1.2 万，占到全部驰援

人数的 1/3。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的同龄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每一代青年担当责任的样子，成

就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当下和未来。在“站起来”的年代，有五四

精神、南湖红船精神、红军长征精神等，他们成为了救亡图存的一

代；在“富起来”的年代，有大庆油田精神、红旗渠精神、抗洪抢

险、抗震救灾等精神，他们成为建设国家的青年一代；在“强起来”

的时代，涌现出了北斗团队、嫦娥团队、神州团队，他们肩负着强

国富民的使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激励青年学生树立时间观念，

脚踏实地、积蓄力量，担负起强国富民的使命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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