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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构建立体化教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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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理念下构建思政课立体化教学模式，高校通过优化育人内容组织，搭建多层级育人载体，构建多元化育人体系，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

理论传授、学生思政品质培养与情感价值塑造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化解思想政治理论未能有效地入脑入心、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效果缺乏

感染力等问题，进而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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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

的依据 

（一）“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

背景 

201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

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1］。新时代背景下，探

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

对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问题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教学模式存在育人载体不明确、教学

模式“创新度”不强、知与行分离、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同

及站位不够、践行乏力等问题，高校构建立体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模式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积极主动性，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

素质养成有机融合，通过拓展育人内容、搭建育人载体、构建多元

化育人体系，提升育人效果，“让学生真学、真信、真懂、真用”［2］，

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提升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效性。 

二、“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

的意义 

（一）顺应时代发展导向，增强学生对主流价值的政治认同 

青年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坚力量，同时是主流

价值观的认同主体。“高校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向青年大

学生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具有知识

性、思想性和价值性的内涵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政治

理论课学习中引导当代大学生自觉增强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则是

这一重大课题中的重要部分”[3]。高校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立体化

教学模式潜移默化中引导大学生认同主流价值观，增强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二）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主体，培养新时代高素养人才 

历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特征引领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的方向。顺应新时代对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需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的历史使命，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主体，高校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立

体式教学新模式，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传授、学生思想政治品

质培养与情感价值塑造有机结合起来，提升青年大学生坚定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

地位，最终培养新时代高素养人才。 

（三）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发展，有效增强教学效果 

立体式思想政治课教学模式将“观影视、听解读、讲感知、演

经典、践基地、悟启示”六个环节紧密相连，课堂上思想理论课教

师将学习的主动权交还学生，通过师生对话、生生互动的形式实现

师生价值观的共融共生；课下思想理论课教师鼓励学生通过实践探

索、思考交流、践行感知等方式增加学生的阅历，引导学生获得对

知识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感悟，加深对理论的认知，感悟党百年奋斗

历程内在的真谛，进而达到德才兼修、知行合一的目的。 

三、“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体化教学模

式的构建 

（一）厘定“三全育人”理念，坚守立德树人目标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指导

意见，坚守立德树人目标，在“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构建思想政

治理论课立体化教学模式，强化学生责任担当政治意识培养，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着力增强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引领教育。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充分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优势，以学生为主体，

通过“观影视、听解读、讲感知、演经典、践基地、悟启示”六个

环节，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与课外、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教

学有机融合起来，实现课内外、线上下、知与行协同育人新模式，

实现教学时空上的拓展延伸、教学手段的信息化和教学效果提升的

综合效应。 

（二）构建多渠道多层次育人平台，形成全过程、全时域、全

媒体育人效应 

立体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三全

育人”的理念下从社会发展、人才成长、环境育人、教师育人等多

个视角，拓展育人路径，构建多渠道多层次育人平台，创新课程主

课堂认知体验、网络新课堂乐知体验、实践大课堂行知体验立体体

验式的育人模式，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入心，让学生真学、真

懂、真信，形成全过程、全时域、全媒体育人效应，增强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实效性。 

（三）形成课内外、线上下、知与行三协同的育人模式，着力

加强实践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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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

广大青年要“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

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4］。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有着重要

的意义。思政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推进实践育人，通过实践育

人提升当代大学生对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深度和广度，加深理论

认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高校构建立体化思政课教学模式站在培

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高度，充分发挥社会实践活动的育人作用，

着力加强实践育人，推动校内外协同的育人机制。 

四、“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体化教学模

式构建的实施路径 

(一)强化铸魂育人价值引领 

爱国主义是凝结在中华儿女最朴实、最真切的情感。爱国主义

不仅表现为对祖国的热爱，也表现为对家乡浓浓的依恋。乡土情结

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寄托，突出表现在个体成年后对于自己成长生活

的空间与地域仍然怀有一份特殊的、浓厚的情感。围绕铸魂育人，

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着力强化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不

断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价值引领教育。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

（2023 版）课程第三章第一节学习“中国精神是强国兴国之魂”内

容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注意结合“乡音乡情”引导学生感

知中国精神。通过查“沂蒙红嫂的故事”、“沂蒙人物”等资料，引

导学生深刻理解沂蒙精神的内涵，感悟沂蒙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引发学生情感共鸣，从热爱家乡进而上升到热爱祖国，使学生

成长为既胸怀大志又脚踏实地的人才。 

（二）融入立体式教学育人模式 

思政课教师围绕学生思想关注点开展教学，融入“查资料、听

解读、讲感知、演经典、践基地、悟启示”六衔接立体式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国内外大事，在世界的大格局中讲好中国故事，

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与世界大势，能够对时事进行有见地的解读

并能够在课堂实践中展示自己的领悟，进行成果展示，通过“讲感

知”的方式展现出来以此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如：在《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23 版）课程第十一章

第二节学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内容时，让学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探讨、辨析、

讲感知，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对社会

主义建设初期我们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与发展，跳脱出

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禁锢，是一条质与量相统一、全面、协调、

和谐与和平的发展正路，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新思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现学

生个人思想关注点与思政课教学点的统一。 

（三）创新教学内容组织 

思政课立体式教学模式在教学素材的选取上，充分结合学生的

专业素养，创新教学内容组织，打造有活力、有感染力的思想政治

理论教学模式，讲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如：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3 版）课

程第九章第三节学习“奋力实现中国梦”内容时，面对机械工程与

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可以选取“心怀爱国之情 笃行报国之志”［5］的人

民科学家黄大年的事迹作为案例；面对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选取

“以身试药、敢于担当、淡泊名利、情系苍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屠呦呦的事迹作为案例。思政课教师引导学生从这些教学素材中感

悟国家的发展与强大需要各行各业努力并不断奉献社会的启示，增

强学生对专业的认同度，立足于专业知识，通过社会实践推动学生

深耕专业领域。 

（四）开展多课堂实践育人 

高校立体式教学改革强化实践育人，组织学生深入实践，运用

大学生社会实践长效机制，依托济南战役纪念馆、五卅惨案等历史

遗迹纪念馆和山东协和学院开展的“双牵双育（校地牵手、协同育

人）”活动，积极引进社会资源，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多课堂平

台，从而引导学生自觉追寻历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潜移默化提

升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实现“立体式育人新模式”［6］。如：在《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2023 版）课程第七章第四节学习“建立人民民

主专政的新中国”内容时，可以在网上进行渡江战役 VR 体验，请

学生以讲解员的身份解读渡江战役前后的故事，通过对渡江战役的

VR 体验，引导学生感悟新中国政权来之不易，以此满足理论知识

学习与价值引领教育的双结合，将说与做、教与学、学与用有机地

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成效明显提升。 

结  语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对推动思政课朝

着高质量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是培养具有责任担当意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新人的需要，能够化解思想政治理论未能有效地

入脑入心、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效果缺乏感染力的问题，拓展育人

内容，搭建育人载体，构建多元化育人体系，进而推进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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