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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的政治意义和战略考量 
◆李晓锦  凡艳芳 

（云南外事外语职业学院  云南昆明  651700）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的新时

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同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解决目前思政突出问题的重大政治意义，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政治战略，是事关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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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出

前所未有的重视。从 2016 年 12 月到 2019 年 3 月，仅仅两年多
一点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全
国教育大会和本次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连续发表三次标志
性的讲话，对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
人”这个根本问题格外关注。这种关注，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政治
意义和战略考量。 

1 伟大事业之所需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复兴千秋伟业，必须培养
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
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发展高
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坐标中去把握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以及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新任务新使命。回
望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历经磨
难而不衰，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能千锤百炼而勇毅，根本原因就在
于贯穿中华民族创造、奋斗、团结、梦想的一条主线，是民心牢
聚、信心坚强、精神挺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的
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建设关乎着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乎
着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关乎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后继有人。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出那种“长着中国脸，没有中
国心，缺乏中国情，丧失中国味”的人，更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
的破坏者和掘墓者。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
发，将思政课和思政课教师同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紧密联系在一
起。他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深邃的战略眼光、高远的历史站位、
高超的政治智慧，高度重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认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正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出发，从立德树人
的重大战略目标任务出发，总书记才对加强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
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2 突出问题之所忧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与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
不少突出的问题和隐忧。正如教育部陈宝生部长指出的那样，高
校思政课教学存在“工艺”不精湛、“配方”不新颖、“包装”不
时尚等诸多问题。 

一是思政课教师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能力有待提升。据
教育部思政课教指委专家调研反映，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态
度总体都很好，教师们基本没有政治倾向上的问题，也没有发现
“娱乐化”现象，大都能“遵循统编教材的基本精神，观点正确，
讲授准确，教学目标明确。”但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的理论功底
和实践能力均显不足。主要差距表现在对讲课内容的高度和深度
的把握上，有的理论知识讲不透，有的重难点把握不太准，有的
联系大学生实际和社会实际都很不够。  

二是师资普遍不足，严重影响课程质量。比照教育部《高等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提出的“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专职教师按师生比 1:350-400 配备”“课堂规模一般不超过 100
人，推行中班教学，倡导中班上课，小班研学讨论的教学模式。”
等相关要求，绝大多数高校的思政课师资都难以达标。  

三是教学方法传统老旧，思政课改革创新不够。随着“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我国传统教学模式受到巨大的影响，也深刻
改变了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今天的思政课
堂已全面进人网络化、移动化、数据化、个性化时代，微电影、
微信微博、慕课、微课、手机 APP 等形式使得课上课下、线上
线下融为一体。”但是许多老师还不能紧跟时代，教育理念传统
固化，教学方法因循守旧，照本宣科、囿于理论、不接地气、高
高在上的状况依然存在，似此不寻求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思政
课的课堂何来生机焕发，思政课的教育效果怎么会不大打折扣。 

四是学生的参与度不高，获得感不强。对于思政课，几乎绝
大多数人都有同样的感觉：纯理论、枯燥乏味、晦涩难懂。在这
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印象之下，学生很难对思政课教学内容产生好
感。有专家反映，思政课教材的理论性强于可读性；有的教师对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把握还不够准确，解疑释惑的能力有待提
高。还有学者直言:“高校思政课大道理太多，空洞又抽象，离
青年人生活太远。”我们在理论宣讲中，存在“概念漂浮”或“话
语空转”的现象，思政课教师的话语内容往往是“曲高和寡”，
话语方式是“自言自语”，话语关系是“话不投机”。如此等等，
只有加强思政教育，才能广泛开拓解困之道。 

3 特殊使命之所系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体系创新计划》对高校思政课作出如下定位:“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课程，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由此可见，
高校思政课作为国家课程，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核心地
位，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灵魂地位，其铸魂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定
位，充分彰显了思政课的独特功能作用和思政课教师所担负的特
殊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
师队伍责任重大。”“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校思政课，今后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而且必须提高水平。”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

铸魂育人主渠道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政
课建设，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战略，是事关民族
复兴伟业的强国战略。习近平在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
话，把高校思政课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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