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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思政课是学生学习阶段的重要课程，其对青少年的

身心成长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大中小学阶段的青少

年正处于身体发育与价值观构建的关键时期，是探索人

生、认知世界的萌芽阶段。思政课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正

确的思想观念与政治理念，从而促使青少年健康积极成

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学

生在不同学习阶段能够得到有效连贯的思政教育，同时

使不同阶段的教育力量形成纵向连接，互相协调配合的

教育理念，是顺应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教育举措。

一、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家国情怀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能够帮助学生在了解国

家历史发展、文化内涵与科技创新等知识的过程中，逐

渐提高自身的自豪感与责任感，以此增强自身的家国情

怀 [1]。学生在学习中深刻领悟到国家发展历史的艰辛与

苦难，从中体会到国家先辈们的敢于拼搏、顽强不屈、

勇敢奋斗的伟大精神，领悟到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与核

心内涵，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将

自身追求与精神归属同国家发展紧密连接。提高学生家

国情怀，就是培养学生认知国家利益与个人关系的重要

性，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同时，在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其了解国家基本情况，

帮助学生正确判断我国发展背景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发展

机遇，引导学生以科学正确的态度看待世界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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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树立和而不同的发展观念，以积极开放的眼光看

待国家发展。在学习中深刻体会到国家发展中取得的辉

煌成就，增强国家荣辱感与骄傲感，提升家国情怀。

（二）道德修养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道德修养教育能够

帮助学生健全自身人格，在学习中受到正确的价值观念

导向与思想熏陶，形成高尚的道德素养。道德修养教育

坚持以学生为主，思想建设与道德培养作为主要教育内

容 [2]。培养青少年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与道德素养，可

以提高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与社会风气，青少年时期的

道德素养直接关系到未来人生的发展，如果青少年时期

不能树立良好的品德素养与正确的三观理念，那么在未

来发展时很容易出现走错路走偏路的现象。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主要从道德规范、遵纪守法、身心发展

与意志磨炼等方面对学生进行道德修养教育，培养学生

拥有良好的法律意识与健康的价值观念，积极面对人生

挑战，形成正确的人生思维。

（三）文化素养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加强学生的文化内涵认同感。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发

展历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优秀历史文化，并不断激励

着中华民族前进发展 [3]。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深刻领

悟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的历史精神与时

代价值，同时领悟文化传承与发扬的现实意义，逐渐形

成文化自信感。例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

革命文化教育内容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人民在过去的

历史中与封建传统、外来侵略者、帝国主义进行艰辛斗

争的伟大历程，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不畏强权、

不惧艰险、舍我其谁等历史革命精神，养成正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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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逐渐形成优秀的个人文化素养，

提高文化自信。

二、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面临问题

（一）教材内容设计缺乏合理性

随着青少年不断成长，其在各阶段的思维逻辑与观

点看法也不尽相同，会呈现出一定层次性与逻辑性。学

生思维会从具象思维转变到抽象逻辑思维，学生的品格

从他律转变到自律，从幼稚无知转变到成熟稳重。思政

课程的教材内容应该与学生的身心发展保持一直，既不

超出学生理解能力范围，同时也不落后于学生思想成长

速度，如此才能够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念，达

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目标。然而传统的思政课教槽内容

大多缺少规范性与科学性，导致教育内容阶段性重复或

安排不合理等问题出现。例如，保护环境、礼貌文明、

诚实守信等内容在小学教育阶段与大学教育阶段多次重

复出现，浪费教育资源。

（二）各学习阶段内容连贯性不足

青少年成长阶段是相对漫长的身心发展阶段，在开

展思政课教育时需要注重循序渐进，针对不同阶段的青

少年发展规律，制定相对应的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注

重学习阶段的层次性与进阶型，形成螺旋上升式的教育

方式。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内容应该各有侧重点，在思

想深度与思维广度上层层递进，帮助学生有效吸收。但

是，目前的大中小学思政课呈现出前期教育阶段内容深

度超纲，后期教育内容相对浅显的现象。且在教材内容

上还出现教材理解难度不统一、繁简程度不明确的问题，

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有效吸收其中教育内容，或

理解不足等。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中

各阶段教材管理相对独立，导致内容展现方式和实际教

学模式的衔接性与进阶性不足，出现内容断层、无法关

联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各阶段思政教育处于自我封闭

状态，不能有效发挥思政教育的整体效能。

（三）教育方法缺乏丰富多样性

思政课教育由于内容涉及范围广、知识理论复杂等

原因，导致思政课教师依旧使用传统单一的教育方法，

在课堂上只是进行课本宣读、重复说教的教学方式，不

能有效达成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导致学生学习兴致不

高，学习效率底下。机械填鸭式教育方式与传统的分数

评估学生方法导致学生习惯于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这

种方法与素质教育、思政教育核心理念背道而驰，从客

观角度讲忽略了学生品德素质与人格素质等核心素养的培

养，缺少了实际教育意义，无法有效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

与综合能力，从而造成学生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

三、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优化措施

（一）统筹规划课程内容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针对课程内

容进行统筹规划，使思政课程能够成为帮助学生做到立

德树人的重要渠道，同时处理好各学习阶段课程内容的

连贯性、进阶性与针对性 [4]。有关部门需要建立统一的

思政教材内容编撰工作组，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针对学

生在各学习阶段认知规律与学习思维的普遍性与差距性

进行教材内容设计，注重循序渐进的关系，从小学到大

学分层次设计，教材内容的广度与深度逐渐增加，避免

教材内容重复问题，使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能够得到连

贯性的学习过程。同时，教材内容设计上可以适当跟随

时代脚步放宽视野，结合今年现实题材进行实际联系，

保证内容的时效性、针对性、实际性。例如，教育部门

可以构建大中小学思政教师交流沟通平台，积极促进各

学习阶段思政教师之间的常态化交流与合作关系，使各

阶段思政教师在理论知识探讨、集体备课、实际教学课

程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思政教育方法创新，共同推进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二）建立学习阶段衔接制度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教材内容、教育方式

与教学理念都应该顺从不同阶段学生学习理解能力的变

化规律，同时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准确实施，从而解

决学生认知理解能力个体差异化的问题，创建合理的思

政教学最佳情景，调动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提高教学内容的连贯性与教学方式的科学性 [5]。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注重不同课程内容之间的

主题关联性以及衔接性，同时正确处理好各学习阶段的

主题明确问题与独立问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

丰富学生的思维视野与品德素养。例如，在进行思政课

程内容设计时，有关部门可以进行实际考察与问卷调查

的方式了解思政教师与学生的实际情况，从学校方面对

学生目前学习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从学生方面对其兴致

爱好与学习效率进行了解，对不同阶段的学生详情进行

分析研讨，从而找到衔接串联各学习阶段思政教材内容

建设方法，构建优秀的学习衔接制度。

（三）加强教育方法创新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思政教师需要注意

教育方法的转变，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注重因材施教，不

断探索追求更加合理科学的教育方式，放弃传统的填鸭

式教育方法，注重与实际相结合，丰富教育方式，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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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学习思政课程的兴趣爱好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不断自我建设，促进心理发展与道德建设积

极进步。例如，可以将教学于学生实际生活相结合，开

展“无烟班级”、“最干净宿舍”、“英文走廊”等活动，

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养成文明礼

貌、爱护环境、注重卫生等好习惯，从而提高精神文明

建设，加强道德品质修养。

四、结束语

思政教育对青少年学生而言，不仅是重要的学习课

程，同时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用。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能够有效解决现

有思政教育的教学弊端，提高思政教育的实际意义与立

德树人的教育意义，帮助学生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文化

素养、家国情怀等，逐步成长为能够担任社会发展与民

族复兴的时代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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