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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教育环节的机会受到一定影响，不易通过共建共

享的形式集中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力度。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路径策略

1、抓好党团组织阵地建设，讲好思政关键课程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大学

生在社会群体中有高质量、高素质的特点，而党团组织

是青年学生聚集的重要政治平台，党团属活动阵地建设

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是基层组织建

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加强高校共青

团组织阵地建设更为重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党

建带团建是由共产党和共青团历史政治关系所形成，而

且经过历史实践验证，是高校党团建设的一条重要且有

效的途径。

高 校 在 落 实 党 建 带 团 建 的 实 际 过 程 中 ， 存 在 例 如

党团员学生发展不积极、党团身份认同度不高、组织影

响力下降、活动号召力不强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

们要在思想、组织、队伍、作风和阵地建设等方面下功

夫，建构好高校党团阵地建设工作的模式，充分把握好

党团学生支部建设，发挥指引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

要作用。同时，也要把握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关

键课程，系统地讲好讲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体系，结合师范院校特点，可以通过运用师生

同讲一门思政课、青年马克思主义宣讲团、思政课堂小

比赛等形式，不断提高师范类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参与感和认同度；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用科学理论

培养时代新人，结合思政教育开展社会实践，注重民族

地区特色特点，引导青年学生立鸿鹄志，做新时代的奋

斗者。

2、加强政策资金投入，提升思政教师队伍整体质量

在高校培养学生过程中，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

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是学生成长成才的人

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西部地区高校应争取政

策倾斜及资金支持，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

思政教师队伍建设，需要促进队伍管理的科学化、规范

化和制度化，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

高 校 应 当 从 顶 层 设 计 中 研 究 制 定 培 训 培 养 制 度 ，

建立健全新入职思政教师培训、日常工作和骨干提升培

养体系，对于辅导员发展可参考《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

能力标准》内容，定期对辅导员进行思政基础知识、国

际时事变化、管理教育社会心理学等理论、职业生涯规

划、就业指导和学生事务处理等多方面培训。校院两级

都要创造条件组织工作人员加入到假期社会实践、观摩

调研、学习深造、跟班挂职等提升项目当中，鼓励思政

教师积极开展理论与实践课题研究，增强工作实效性，

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从而提高思政教师队伍水平，最

终助力时代新人的培养过程。

3、运用西部革命老区及乡村振兴资源，为时代新人

注入新动能

西 部 地 区 有 大 量 的 红 色 资 源 和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点 ，

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利用好这部分资源，讲好

西部地区的中国故事，既要有通过必修课堂教育、主题

鲜明活动等显性教育，使青年学生在直接参与活动中接

受教育；也要有通过日常工作等间接内隐的教育过程，

使受教育者在无形中学习。前者内容更为系统、组织过

程严密，后者润物于无声、教化于无形，但二者目标一

致，形式互补。

高等学校应当充分利用好本地区校内外红色资源，

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在战役纪念园和烈士纪念碑等党和

国家“红色基因库”的现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可

以通过成立乡村振兴社、红色社团等，鼓励广大同学积

极参与进来，组建师生宣讲团，教育引导广大师生筑牢

初心使命；充分运用好本校红色文化，讲好学校革命教

师、扶贫教师等优秀教师与西部地区和学校的故事，传

承好学校发展历程中的红色基因。通过组织师生参加红

色 展 览 、 脱 贫 展 览 ， 创 作 以 学 校 历 史 发 展 为 主 线 的 原

创红色校史剧，组织丰富多样的党日团日活动，讲好共

产党人以及历史校友追寻理想信念、延续红色传统、扎

根祖国大地的故事，上好精彩生动的红色党史、校史教

育、建设西部的思政课程。

4、落实新时代“三全育人”方案，三维搭建协同育

人新平台

学 校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工 作 开 展 “ 三 全 育 人 ” 综 合 改

革，加大“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示范学院和示范项目建

设 支 持 力 度 ， 培 育 “ 三 全 育 人 ” 综 合 改 革 特 色 示 范 学

院，持续加快网络思政社区建设，加强管理建设，按规

定的师生比配足思政理论专任教师、专职辅导员、心理

健康专任教师，扎实推进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一 是 把 握 全 员 育 人 的 工 作 理 念 ，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是

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10]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紧密围绕

“大思政+全布局”的建设理念，组建“党政领导+导师

+班主任+辅导员”的思政队伍，“专任教师+实验老师+

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全员联动的教育局面，形成党政

协同推进的育人工作机制。邀请校院领导走进思政讲堂

授课，讲好开学思政第一课，组建完成“双带头人”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