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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课如何从主题教育中汲取营养

代玉启

高校思政课教师作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中坚力量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主体，

需要在主题教育如火如荼向前推进时，回答好如何更好履行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多重职能、如何领悟主题教育赋予高校思

政课的价值意蕴、如何结合本职工作参与主题教育等问题。

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举

措，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高校思政课教师作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中坚力

量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主体，需要在主题教育如火如荼向前推进时，回答好如何更

好履行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多重职能、如何领悟主题教育赋予

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如何结合本职工作参与主题教育等

问题。

更好履行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多重职能

高校思政课教师肩负着培养时代新人的重任，必须做到

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

格要正，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着力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确保自身能够肩负起教育

者、宣讲者、研究者、践行者的职责重任。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重要责

任。高校思政课教师既要精通专业知识，传道授业解惑，又

要启智润心、润己泽人，做“经师”和“人师”统一的表率。

这就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切实做好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高校思政课教师理应高标准高质量落实主题教

育各项任务，积极内塑自我、提升自我，确保自身成为可信、

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优秀教师。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善于讲道

理，致力于面向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青年学生等群体进

行常态化理论宣讲，既要讲深讲透讲活“高大上”的大道理，

用党的百年奋斗和辉煌成就鼓舞志气、升华精神境界，也要

讲深讲透讲活“接地气”的小道理，用日常生活中的朴素真

理教育人民、涵养清风正气，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

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节点，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当胸

怀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深研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瞄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和重大

需求，结合自身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丰富的思想政



治工作经验等优势，筑牢科学研究的政治立场，拧紧学术事

业的思想阀门。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联系实际贯彻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在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主题教育精神中打头阵、当先锋、作

表率，既要在课堂教学中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关注火热现

实、聚焦国内外动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带头学习

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要做到课上

课下表里如一、知行合一，能够俯下身子、沉入一线，在调

查研究、检视整改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领悟主题教育赋予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主题教育不仅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思政课这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

言，同样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

开展主题教育，能够帮助高校思政课教师发掘自身优

势，在现实中增进对集中学习教育的认同和信心。本次主题

教育的内容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生动彰显，与高校思政

课教学的目标、任务、内容高度契合，对于强化高校思政课

教师在教学中讲有所依、理有所据的信念大有裨益。面对新

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正以日益增强

的教育频度、与时俱进的教育内容稳步推进，这就要求高校

思政课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与时代同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



同在，做到矢志不渝、笃行不怠。

开展主题教育，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优渥资源。这次主

题教育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既体

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

物，具有理论层面的丰富内涵。实践的直接体现形式是调查

研究，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调研，既要迈开步子、面向社会体

察实情，关注宏观的社会实践，又要俯下身子、扎根学生分

析学情，立足微观的身边实践。主题教育对深入调查研究提

出新要求，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世界观

和方法论指引。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不断

涌现出的典型案例，也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优质素材。

主题教育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高校思

政课教学与主题教育内容相通，不妨将党中央对主题教育开

展的要求和具体工作方法转化为高校思政课不断创新和改

进的方法。例如，要从主题教育中借鉴理论学习思维，在教

学中引导学生树立“大历史观”，拓宽理论学习视野；要从

主题教育中强化实践第一观点，在教学中鼓励学生深入基层

“解剖麻雀”，丰富调查研究技能；要从主题教育中增强自

我革命精神，在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党找到自我革命这

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主题教育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指挥棒”，是高校思



政课改革的“指南针”，以不断充实的教材体系、持续更新

的理论内涵、日益丰富的生动实践，为高校思政课教学增添

更丰富的学习内容。面对叠加的学习任务，高校思政课教师

要增强内在自觉，掌握学习技巧，注重整合提升，善于把握

总体框架，重点关注理论创新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提法，

做到比学、泛学、精学相结合。例如，可将党的十九大报告、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相关内容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比照学

习，体悟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

程。

结合本职工作参与主题教育的着力点

本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

建新功”，突出认识与实践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改造主

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统一的要求。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

除了主题教育的基本要求外，还应结合工作实际，做到更高

质量的参与。

要坚持守正创新，做好承接转化，强化内联外引。高校

思政课教师既要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正，守中国共产党

领导地位之正，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正，又要推动教

材创新、课件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要将丰富育人资

源和多元观点、方法融入思政课教学，做好对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教育对象发展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承接转化，打造有特色、有温度、有亮点的思政



“金课”。既要引社会资源入课堂，引入外部专家资源、理

论资源和实践资源，又要以社会为课堂，以社会活素材丰富

思政课教学，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引

导学生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

要坚持理论引领和思想渗透，强化实践驱动和调研验

证。高校思政课教师不能忽视思政课的理论属性，既要重视

理论讲授的政治导向，引导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懂弄

通、学深悟透，又要将教材知识与学界热点结合，展现理论

的思想厚度与逻辑美感。要带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点，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以调查研究的过程、方法和

成效驱动思政课教学。教师可在带领学生深入基层找准问

题、摸清情况的过程中检验所授内容的科学性，在知行一体

中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并将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新素材引

入课堂教学的研讨环节，将正向和反向的调研验证有机结

合。

要守住政治属性，增强文化属性，彰显情感温度，扩展

实践维度。高校思政课教师在参与主题教育时，要坚持正确

政治导向，严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底线，从政治高度引领学生。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从主题教育精神中挖掘内蕴的文化基因，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校园文化等文化元素

融入课堂教学，使思政课达到文以载道、道不远人、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之效。高校思政课教学是触及学生灵魂的工程，



将主题教育的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应有情有义、有滋有味，

重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与内化，做到以一个灵魂唤醒另

一个灵魂。主题教育强调理论学习与调研实践结合，新时代

高校思政课教学要突出大学生培养的现实性和全面性，适当

平衡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数，拓展实践维度，与创新创业

教育、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网络实践等教学形态结合，强

化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价值。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