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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与学生关心的问题对接度不高，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

缺乏系统整合。

四是思政课体制机制与协同育人要求不相适应。思政

课教师、思政工作队伍、专业教师的一体化思政育人格局

还未完全形成，高校思政课主体力量还未在全校范围内形

成有效的协同合力。

因此，思政课教学要因势利导、因时而变。“办好思

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1]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提质

增效，紧紧围绕思政课与思政教师、教学、育人的衔接与

整体性，推动思政课教学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在守正的

前提下有序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陕西省开展的思政

“大练兵”正是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展的一种实践探索。

思政“大练兵”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原则

（一）坚持立德树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

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思政课是一门

“育人”的课程，它不仅是传道解惑，更是在于开启学生

的心智，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因

此，思政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政课教师作为授

业的主体，在思政教育育人机制效果上责任重大。首先

“打铁还需自身硬”。思政教师要具备专精的学科知识和

较高的理论素养，只有理论彻底，理论才能说服人，思政

课讲透、讲活，道理才能深入人心。其次教学相长。要积

极主动构建和谐、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处理好“教”

与“学”的关系，发挥学生“学”的主体能动性，实现思

政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效果。最后，思政课教师在传

授思政理论知识时，坚持做好新时代的传道、授业、解惑

工作，传好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道，授好推动改革发展稳定

之业，解好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遇之惑，特别要注

重对学生思想上的熏陶、价值上的引领和情感上的共鸣，

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育人和培育人的效果。

（二）坚持“四个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3]“四个服务”回应了“为谁

培养人”这一问题，彰显了教育的初心与使命，反映了我

党对高等教育规律认识的深化，展现了教育自身逻辑和国

家全局发展逻辑的统一。思政课教师队伍要牢牢坚持和贯

彻“四个服务”，始终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主动践行立德树人这一

根本性要求，鼓励全员参与，共同育人。此外，坚持以问

题意识为教学导向，积极开发新的思政课程与多样的教学

形式，以理论的逻辑力量唤醒学生的求知兴趣，纾解学生

理论上的困惑和澄清学生思想上的迷雾，彰显思政课程育

人、传道、授业、解惑的魅力。

（三）坚持“三全育人”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

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

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

机制。”[4]“三全育人”的出发点是培养人，是新时代推

进育人理念和育人方式变革的重大命题，是对包括思政课

在内的所有课程的基本要求。在这个育人格局中，将思政

课置于突出地位，其他课程都要围绕思政工作融入人才培

养的各个环节和阶段。此外，思政课还需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容、红色革命文化的教育基因、新时代的使命

与责任担当，融入思政课教学之中，形成协同效应。同

时，发挥思政课价值引领作用，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人文

素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世界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以

达到铸魂育人的目的。

思政“大练兵”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路径

（一）以思政“大练兵”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思政“大练兵”不仅要求教师上好一堂思政课，更强

调教师自我心性的完善和育人修为的提高。首先，广大思

政课教师需要认真学习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政课

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始终坚持“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牢记“四个服务”、拥护“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从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上认同育人教书的

责任与使命。其次，广大思政课教师要有坚定的信仰和崇

高的理想。有信仰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思政课教师要

坚定信仰、心揣理想，为学生播下希望的种子，引导学生

真善美品质的养成和健全人格的塑造。最后，思政课教师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注重人格魅力的养成。做一个守法

和护法的好公民、紧兜道德底线，不僭越法律禁区；做一

个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凡事讲原则、讲道理、讲实话，

以理服人、以德感人、以行化人；做一个专精尖的专家学

者，强化专业知识、拓展理论视野、开发精品课程，讲

活、讲透、讲深专业知识，展现业务水准。

（二）以思政“大练兵”推进思政课教师“大队伍”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