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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发展的
着力点

◇吴潜涛 沈茹毅

一、着力加强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及时融入思政课教

材工作，在教材铸魂育人的具体形式上开拓创新。

其一，要在“彻底性”上下大功夫、硬功夫，对思政课

教材中涉及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予以科学的、有

说服力的回答，既把理论的“体系”与“整体”讲清楚，

又把青年学生关注的疑难问题、教学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分析透，做到逻辑递进、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充

分发挥教材解疑释惑的功能。其二，要在“及时性”

上下大功夫、硬功夫，加强以修订统编思政课实体教

材为主体，以编写思政课“电子教材”为补充的思政

课教材体系建设。其三，要在“可读性”上下大功夫、

硬功夫，将理论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统一于思

政课教材的话语表达中，做到理论有“厚度”、学理有

“深度”、叙事有“温度”，实现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的

创造性转化。

二是加强思政课教材体系的制度保障建设，在

完善制度、盘活机制上开拓创新。首先，要进一步以

管促建、规范管理，完善新时代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

的组织管理机制。其二，要进一步以审促编、提高门

槛，完善新时代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的编审评价机

制。其三，要进一步以选促精、强化效用，完善新时

代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的选用配套机制。

三是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建设，在

推进思政课教材内容纵向与横向衔接上开拓创新。

一方面，要以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为依据，把握“一体化”的本质要求，分学段设计思政

课教材的内容和目标。另一方面，要着力解决不同

学段思政课教材的内容贯通问题。解决教材内容重

复的问题，关键在于凝聚不同学段思政课教材编写

团队的“合力”。

四是加强思政课教材研究、指导、示范工作，在

探索思政课教材建设规律上开拓创新。一要更好地

发挥专家组织或决策协调议事机构的功能与作用，

及时研判思政课教材中的前沿性问题，对思政课教

材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整体性、前瞻性的规划。二要

更好地发挥思政课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作

用。三要更好地发挥思政课教材奖励制度的功能与

作用。

二、着力加强思政课教学体系建设

首先，要在把道理“讲深”上下大功夫、硬功夫。

其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深。其二，必须把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讲深。其三，必须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讲深。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形式、新

载体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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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程讲深，把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讲深。

其次，要在把道理“讲透”上下大功夫、硬功夫。

一方面，思政课教学必须结合不同类型问题的特点

开展讲授，为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立体的知识

图谱，为学生提供根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体性思维框架。

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学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做到循

循善诱、解疑释惑、启发学生。要坚持批判与建构的

统一，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观点，敢于回应敏感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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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做到不怕问、问不怕、怕不问，实现由“被动”等

待提问向“主动”回应问题的转变。

最后，要在把道理“讲活”上下大功夫、硬功夫。

一方面，把道理讲活，必须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更

好地统一起来。鼓励开展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如

开展辩论活动、摄制纪录电影、进行课堂展示，等

等。但任何形式与方法必须追根溯源、回归本质，做

到以鲜活的形式支撑思政课教育教学，不能反客为

主、本末倒置，这样才能真正让思政课教学“活起

来”。另一方面，把道理讲活，必须推动“课程思政”

的创新发展。公共课程或专业课程结合自身特点，

充分挖掘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价值引领贯

彻课程教学全过程，做到用专业支撑思政、以学科讲

好思政，实现专业学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

结合，从不同的视角、维度、领域把道理讲活。

三、着力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核心素养，引导广

大思政课教师做学生为人、为事、为学的大先生。建

设高素质高水平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必须以习近平

提出的“六个要”为根本遵循，深化对提高思政课教

师核心素养的规律性认识。“六个要”是一个有机整

体，是思政课教师的“立身之本”“看家本领”，必须将

其融入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将其转化为

具有制度约束效力的具体规范与要求，不断夯实与

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核心素养。

二是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打

造业务能力过硬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一方面，要大

下力气探索“定制化”“个性化”“精准化”的思政课教

师队伍培训体系。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探索思政

课教学体系与科研体系相互衔接的有效举措。

三是全面完善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保障措

施，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化、体系化、规范

化。其一，完善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须更注重内涵式发

展，结合新时代新征程要求，完善人才培养的顶层设

计、政策支持与实施方案，统筹设计本硕博一体化的

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思政课教

师队伍的整体结构。其二，完善思政课教师的选聘、

考核评价体系。其三，健全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示范

引领机制。

四、着力加快构建思政课建设大格局

一是要巩固党对思政课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凝

聚起各级党组织协同推进思政课建设的合力。必须

进一步加强思政课建设的统筹领导，压实各级党组

织推进思政课建设主体责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

工作格局。各级党委应明确自身的主体责任，关心、

支持、引导思政课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政策支

持，发挥积极性与能动性，更好地为新时代思政课建

设提供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学校主要领导要带头

走进思政课课堂，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带头讲好思

政课，将思政课建设与学校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提

高对思政课建设的重视程度。

二是要深化对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地位与作用

的认识，进一步凝聚起全党全社会办好思政课的共

识。必须进一步在全党全社会明确思政课的重大意

义与重要地位，深化对思政课建设的认识，凝聚办好

思政课的共识。其一，思政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

深化对思政课性质及其历史贡献的认识。思政课集

中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具

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育人功能，在革命、建设、改革

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深

远地影响了一代代人才的理想信念和人生选择。其

二，思政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把思政课建设上升

到“国之大者”的高度加以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思政课必须心系“国之大

者”，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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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其

三，思政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深刻认识思政课建

设创新发展的客观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

益增长。思政课必须更深入地满足学生的美好生活

需要，提升学生学习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是要推进思政课的学科支撑体系建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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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科发展凝聚起思政课建设的合力。其一，完

善与发展思政课的学科支撑体系，必须深入解决学

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此，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

调、规划，明确全国一盘棋的学科建设思路，继续通

过倾斜政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学科建设水平、发展

水平，切实解决学科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衡问题，促

进思政课支撑学科的均衡发展。其二，完善与发展

思政课的学科支撑体系，要深入思考中共党史党建

学科对于思政课建设的支撑作用。2021年 12月，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

求意见稿）》首次将“中共党史党建”作为法学门类下

的一级学科。2022年5月，《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指出要“建优建强中共党

史党建一级学科”。发展好新兴的中共党史党建一

级学科，需整合资源，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推出高质

量成果，把理论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思政课教育教

学的资源。其三，完善与发展思政课的学科支撑体

系，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中共党史党

建学科的统一关系，进一步优化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学科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中共党史党建学

科，都有着涵养理论基础、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学

科支撑作用，都有着统一的建设目标，共同促进思政

课教学水平的提升。质言之，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的领航作用，认识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

科的重要性，推动思政课学科支撑体系发挥更大

作用。

四是要巩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进一步凝聚起

全党全社会协同办思政课的合力。其一，构建“大思

政课”育人格局，要坚持系统观念、做好整体设计。必

须从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出发，从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的大系统出发，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在思政课教育教

学资源上的共享、经验方法上的互鉴，提升思政课建

设的协同效能。其二，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要

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好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教育

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用头脑和心灵认识道德问

题，不仅应包括对美德的赞赏，而且应包括对丑恶的

愤怒。”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讲有生命力的、鲜活的

思政课，必须让思政课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与社会

实践充分互动、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其三，构建“大

思政课”育人格局，要充分借助“社会大课堂”的力

量。习近平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

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社会生活也可以成为思政课

教育教学的阵地。教育学家杜威指出，“要避免过分

学校式和形式的教育观念”，充分使用社会教育这一

“更为基本和更为持久的教导方式”。他认为，一切真

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不仅社会生活本身的

经久不衰需要教导和学习，共同生活过程本身也具有

教育作用”，有助于“扩大并启迪经验”，“刺激并丰富

想象”，“对言论和思想的正确性和生动性担负责任。”

有鉴于此，应结合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讲好“大思政

课”，用好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把握好

“大思政课”的性质、对象、目标、路径、方法，深化对讲

好“大思政课”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社会

支持办好思政课的浓厚氛围，真正构建起新时代思政

课建设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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