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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中最具有生气、最活泼的群体，他们作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青少年阶段正是个人价值

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 [3]大学期间是个人生涯中建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重要阶段，师范类青年学生今后还肩负着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的职业要求，西部民族教师还将引导本地

区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当中，民

族地区师范类高等院校更要在培养阶段加强对学生的思

想引领，为培养学生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筑牢信念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后

备力量。

3、培育时代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结果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高度

重视，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 [4]提出政治性与学理性、价值性与知识性、建设

性与批判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主导

性与主体性、灌输性与启发性、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

“八个相统一”，多角度、各方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发

展明确方向。

思 政 教 育 作 为 各 个 高 校 青 年 学 生 的 必 修 环 节 ， 通

过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使青年学生进一步认识世

情、党情和国情，引导他们从辩证的角度思考和处理矛

盾，使理论入心入脑。同时，根据个人的成长规律，大

学阶段不同于中学阶段的思想政治课程，目前提高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是一项重要课题，一方面，要着重培

养一支高质量的思政教师队伍，在授课过程中不只通过

“照本宣科”教学方式停留在理论知识传授，还要与当

前国际环境、国内社会紧密联系，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

事件相结合，拉近与青年学生的距离，引导学生们把学

习理论知识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要积极

创新政治理论的授课形式，善于运用新媒体、课堂在线

互 动 等 工 具 ， 将 传 统 灌 输 式 转 变 为 互 动 参 与 式 ， 用 当

代青年喜闻乐见的语言，采取音乐、视频等多样化的载

体 ， 与 时 俱 进 ， 发 挥 好 思 政 课 这 一 关 键 课 程 的 重 要 作

用。

时代新人群体中西部学生的现状实证分析

1、学生思想理论体系不成熟，易受西方各类文化思

潮影响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成

长环境已极大优于父母辈的环境，乐于接受并能较快接

纳新鲜事物，能通过网络渠道迅速获得各类信息。我国

在2020年底，未成年人网民达1.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95%，[5]可推测高校学生网民覆盖面更广。面对如此开放

多元的社会及网络环境，青年学生易受到市场经济“金

钱至上”“消费主义”等负面诱导、“躺平”“佛系”

等消极心态和“普世价值”等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西

部民族地区还会受到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影响，甚至

境外敌对势力恶意挑起的民族地区问题，对高校培养时

代新人必然会产生冲击，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稳定以及国

家安全。[6]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在读学生总数规模为4430

万人，[5]对于这一庞大基数及时代特点，因为青少年学生

科学思想理论体系不成熟，在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

影响时，不可避免地会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民

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困惑，若不进行积极引导，将会对

青少年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使西部学生享受教育资源

受限

经济关系是影响各类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也决定

民族协调发展走向。[7]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东、西

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提高趋势，1978年至2019年期

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727亿元提高到511161亿

元；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721亿元提高到205185亿

元。[8]同时在教育方面，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57.8%，在学总规模达4430万人，[5]教育经费的投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例不低于4%。从基准数值分析可知，西部

地区教育投入远低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高等学校教

育投入经费也与该趋势一致，从而影响西部地区教育相

关的硬件设施、软件配套和人才培养等教育发展的必要

条件，长此以往，与发达地区教育水平必然产生一定差

距，使得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受到限制。

3、区位地理环境限制，协同育人工作平台机制较为

薄弱

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复杂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幅员

辽阔的西北、烟雨山水的西南和高海拔严寒的高原，同

时地区地域性所造成的相对封闭，存在交通不便、人口

相对稀少、分散和流出数多等特点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

的整体发展。从地理面积、人口分布角度分析，东部地

区占全国面积的14%，而人才数量占全国总数的43%；中

部六省人口3.6亿，为全国总人口的28%，但人才数量不

及东部地区的60%；西部地区人才数量不及东部地区的

50%，500强企业同样呈现该趋势。[9]人才情况、企业数

量是构建本地区社会和学校协同育人机制的关键因素，

另外西部地区高校在打破资源限制方面方法不足，校内

外协同创新力度不够，无法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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