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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家 们 只 是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解 释 世 界 ， 而 问 题 在 于 改 变 世

界。”[8]在新时代大背景下，必须深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践环节，积极带领大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和暑

期社会实践等实践育人活动，促使大学生直面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切实提高“四个自信”的大众性和实

效性。总之，要能够始终做到“以科学理论培养大学生，致

力于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广大

大学生真正树立鸿鹄之志”，[9]为学业和事业不懈奋斗。

2、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自 从 成 为 新 时 代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重 点 内 容 后 ，

“四个自信”被广泛运用于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

授 课 ， 由 思 政 课 教 师 在 课 堂 上 进 行 相 关 理 论 的 讲 解 和 普

及。然而，对于大学生而言，“四个自信”无非是在原有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添加了部分知识点而已，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多采用传统的思维方法不求甚解地进

行相关知识点的背诵记忆，以囫囵吞枣式的途径被动接受

思政课理论知识的积累和灌输，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和实效性。

在“四个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一

方面思政课教师应在传统理论灌输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大

学生思维，充分发掘大学生的兴趣点；另一方面也必须运

用启发式引导作为知识传授的主渠道，使思政课理论知识

要点尽可能多地被大学生理解和接受，从而树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信心和决心。

进 行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必 须 特 别 注 重 启 发 性 培 育

模式，引导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科学

树立“四个自信”的政治信仰，在不断启发中让大学生获

取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为增强和大学生的互动，思政课

教 师 可 合 理 运 用 各 种 高 效 的 教 学 方 法 来 提 高 课 堂 教 学 的

效率，如采用科学讲授法以注重启发性，培养大学生思政

课的学科思维；采用讨论法以激发大学生兴趣，培养大学

生之间的合作思维；采用任务驱动法布置探究性任务，让

大学生自主进行资料查阅；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运

用线上平台（例如“超星泛雅”）辅助和启发教学等。在

“ 四 个 自 信 ” 融 入 新 时 代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具 体 过 程

中，通过多种高效的教学方法，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紧密

结合，对于“四个自信”助力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效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坚持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在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政课教师通常

都会对大学生进行“四个自信”的理想信念教育，通过耐

心细致地讲解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完成了部分既定

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然而，由于课堂完全由思政课教

师主导，在获取理论知识的同时，也间接堵塞了大学生主

动参与课堂教学的通道。虽然课堂上也有教师提问和大学

生分组讨论等互动环节，但大学生并没有主动参与思政课

堂教学过程的意识与行动，反而表现出对于课堂教学的厌

倦和疲惫，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

个自信”的坚定信仰。究其缘由，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并未

真正做好对大学生思维方式和认知特点的研究，并未正视

大学生个体学习的差异性，过分依赖传统教材和固化的教

学手段进行课堂讲授，导致教学思路无法达到大学生内心

深处的兴趣点，难以唤起大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大学生本身对于公共基础课带有部分主观

轻视情绪，忽视理论对实践的重大指导作用，忽视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辩证统一，从而难以将时

间和精力投入思政课程学习之中，无法真正树立“四个自

信”的坚定信仰。

新时代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思政课

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必须更加深入研究大学生认知规律

和接受特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注重发挥大学生的主观

能动作用。思政课教师可综合运用课堂辩论、分组讨论、

主题演讲、提问抢答、问卷调查等具体环节不断激发大学

生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意识，综合运用新媒体

学习平台充分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发掘大学生内心深处

潜在的兴趣点，以“四个自信”铸魂与人，真正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融

入新时代思政课日常教学之中。“积极的增力作用能够激

起主体活动的热情、信心和勇气，使人精神焕发，干劲倍

增，由此推动实践活动的发展。”[10]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应当使大学生能够充

分认识到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正确指引作用，使其真正重

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树立起“四个自信”的政治信仰，

让“四个自信”为导向的思政课堂成为大学生展示自我学

习能力的平台，使“四个自信”在润物细无声中滋养大学

生的思想意识，充分提高大学生参与思政课堂的积极性、

主动性与创造性，真正做到教师主导性和大学生主体性的

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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