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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立德树人 全力办好思政课
刘  爽  韩  毅
大连科技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52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
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

教育要以树人为本，树人要以立德为先。“立德”，
是途径，指树立德业 ； “树人”，是目标，指培养人才。

“立德”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立
社会主义之德，从而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德体系，“树人”则是通过我国完善的教育体系，培养
一批批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我国经济建设与社
会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一、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

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高等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
标准，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建设改革的核心内容。目
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转型期人们容易
陷入道德嬗变、思想困惑和人格迷失。大学时期，人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大学生在
社会转型期容易陷入思想漩涡，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
潮中迷失自我。社会中充斥着多种文化元素，大学生
在面对这些复杂的文化元素时会产生错误的思想与理
念。处于如此现实下，立德树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在
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布局中，高等学校立德树人的地
位可谓举足轻重。“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扎根中
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对标立德树人，全力办好思政课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要“进一步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进入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为重
点建设学科，为思政课建设提供坚实学科支撑。”加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科学性、理论性和学术性，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水平，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
教育质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获
得新发展。“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领航作用，
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有助于培
养和造就一批政治方向正确、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
拓创新、善于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带头人和一
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为高校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强大的
人才支撑与师资队伍支持。

（二）统筹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用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
就教育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出来
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树立强国之志；要运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
励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之中 ；要围绕学生、服务学生、
关照学生，教育引导学生脚踏实地、珍惜韶华，把远
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
击的能量，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

（三）进一步壮大思政课教师队伍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当中，思政课教师队

伍建设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说，拥有什么样的思政课
教师队伍，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政课。培养一支可靠的
师资队伍是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意见”指
出，“高校要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 1:350 的比例核定
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在编制内配足，且不得挪作他
用，并尽快配备到位。”建立专职为主、兼职补充的思
政课教师队伍。鼓励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师充实思
政课教师队伍，校领导要带头讲思政课、带头做班主任、
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采取兼职的办法遴选相关单位
的骨干支援高校思政课建设。各地应对民办学校指派
思政课教师或组建专门讲师团。制定新时代高校思政
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四）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师综合素质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思政课要政

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新时代建设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要发
挥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提升教师自信，
把自信传递给学生，让有情怀的人讲有情怀的课程，
有信仰的人讲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
望和重托。要“建强高校思政课教师研修基地，依托
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重点开展理论
研修，依托高水平师范类院校重点开展教学研修，全
面提升每一位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知识素养。”不
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提高教师的基础理
论素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研究，提高教
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六）切实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
要改革对思政课教师的考核办法，在职称评聘、

岗位晋升中，要充分考虑思政课教师的现实情况，把
实际教学成绩、对学生的塑造和影响作为考核的主要
依据。同时，要在待遇上适当提高，在评选表彰中适
当倾斜，切实提高思政课教师的职业地位、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要“严把政治关、师德关、业
务关，明确与思政课教师教学科研特点相匹配的评价
标准，进一步提高评价中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各高
校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工作中，要单独设立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校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
聘委员会要有同比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家。按
教师比例核定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各类
岗位占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岗位比例不低
于学校平均水平，指标不得挪作他用。要将思政课教
师在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纳入学术
成果范畴。”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这一根本任务，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
展，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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