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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的形式愈发丰富多样，实践环节成为

了沟通高校育人与社会需求的中间点，其重要价值凸显，

推 动 “ 实 践 育 人 ” 体 系 进 步 ， 是 高 校 学 生 工 作 的 重 要 目

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积极响应共青团中央号召，大力开展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带动“六堂思政课”成长引领工程

落实落地。“六堂思政课”中社会实践课的选题始终围绕

“红色文化与时代新生”这一思路深入开展，大学生赴浙

江陈望道故居、陕西商南清油河镇等地，在探索红色文化

的同时感受时代发展，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贡献青年力量。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 引 领 学 生 将 理 论 之 所 学 转 化 为 实 践 之 所

行。同时，组织“大学生素养提升中国万里行之重走长征

路”系列专训实践活动，利用专业技能实训周，带领学生

赴青海、甘肃、宁夏等地，重寻长征足迹，让学生“走进

社会基层、走进红色经典、走进光荣历史”，延伸思政精

神，厚植红色情怀，提升思政学习教育引领成效。

“六堂思政课”成长引领工程的优势阐述

在 设 计 和 开 展 “ 六 堂 思 政 课 ” 成 长 引 领 工 程 的 过 程

中，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始终秉承创新理念，不断发

掘育人特色，推动实践体系与时俱进。在“六堂思政课”

成长引领工程的构建过程中，结合育人特色、实践特色、

成果特色将学生工作的理念创新运用到实践中去，以理念

创新作为推动成长引领工程发展的基础。

（一）突出“凝心聚力”的全局性育人特色

“ 六 堂 思 政 课 ” 成 长 引 领 工 程 ， 以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专

业理论为支撑，打造专业思政课为课内、劳动教育课为课

外；校园文化课为校内、社会实践课为校外；理论宣讲课

为线下、网络思政课为线上的多元协调的立体思想政治教

育引领体系，贯通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

育人渠道，打通思政学习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和利用高

校 学 生 工 作 开 展 的 主 要 渠 道 ， 将 学 生 、 学 校 、 社 会 、 家

庭，共同纳入立德树人与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来，在优势互

补 中 通 过 吸 纳 和 融 合 多 方 面 力 量 将 思 政 学 习 引 领 贯 穿 到

“学生踏进校门的第一步到毕业离校的最后一步”的全局

中来，为育人成效保驾护航。

（二）突出“知行合一”的科学性实践特色

“ 六 堂 思 政 课 ” 成 长 引 领 工 程 ， 立 足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专业特色，始终以前沿理论为指导，突出指导理念的科

学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前沿的探究与思考中，通过专

业思政课、理论宣讲课、网络思政课，多渠道为学生铺垫

理论基础，并结合劳动教育课、校园文化课、社会实践课

着力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实践优势，使理论思考在与实

际践行的融会贯通中突出学理性、实践性、创新性有机结

合的三元结构，让思政学习教育引领既能有科学的理论支

撑，又能落实落地，与社会接轨、与时代接轨，让高校学

生工作在注重实践引领的基础上充实科学理论指导，培养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突出“守正创新”的多元性成果特色

“ 六 堂 思 政 课 ” 成 长 引 领 工 程 ， 坚 持 第 一 课 堂 与 第

二课堂交汇融合，网络平台与理论实践相互结合，其目的

就在于整合学生工作的多元路径，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

助力。丰富的活动内容、灵活的学习形式、广泛的受众群

体，带来了对学生需求的适应、对教育模式的创新、对教

育平台的开拓，因而其课程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必然推进了

育人成效的多元性。“六堂思政课”的育人成果涵盖从学

生个人品德树立到家国情怀涵养；从专业素养积累到实践

能力提高的多个方面，在多元化中梳理清晰脉络，个性化

匹配育人渠道，针对性构建成长目标，为培养综合发展的

新时代大学生提供助力。

在未来的发展之中，“六堂思政课”成长引领工程将

始终贯彻思政育人路线、坚持品牌建设理念，积极发掘学

院优势和学科特点，紧密融入和发挥“十大育人”作用，

不断深化理论培养体系和实践育人体系的结合，在回顾总

结中弥补不足，推陈出新，努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的学生成长成才培养体系，为建好建强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学院，做细做精高校马院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

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合格大学生探索有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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