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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的课堂主体作用，可以有效推进学生党建工作形

式多样化。[5]

（一）探索思政课理论教学新形式，扩大学生党建

理论宣传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核心要求是要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新理论及伟大精神巧妙地融入

其中，始终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引领课程教学，在

具体的教学方式上则可呈现出多样性。[6]我们可以将党的

最新理论成果、重点关注话题以及党史、国情等与发展

党员、支部组织等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恰如其分地采用

主题讨论、专题讲座或主旨党课的形式开展起来，讲清

讲透理论的同时结合实践加以探讨，帮助学生充分理解

其实质。比如：思想道德与法治（简称“德法”）课中

在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问题上，以中国共产党

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不

懈追求为基础，以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主题开展讨

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

称“概论”）课中通过开展系列专题党课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及理论成果进行扎实解读，以党的光辉历程慢慢引

导、激励学生进步思想。这样的方式不仅是思政课教学

的需要，也对培养学生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等

学习研究党的理论、提高政治素养具有深远意义，既丰

富了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理论宣传，也具有普遍性。

（二）依托思政课实践教学特色主题，丰富学生党

建活动

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教育部的统

一要求。那么，对于思政课实践教学其实可以与大学生

党建活动结合开展。比如：“德法”课中在培养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实践环节不妨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基本内容为主题，在校园里开展自创手绘展，学

生描绘出自己对“富强、自由、爱国”等内容的认识，

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方面挖掘优秀大学生

党员或预备党员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学

生 从 我 做 起 ， 从 点 滴 小 事 做 起 ，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付诸于实践中；同时，依托“概论”课实践教学可以

组织学生走进基层社区、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体验

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关心慰问孤寡老人和儿童，传递温

暖，增强责任意识。

（三）构建资源共享平台，拓展学生党建传播渠道

新时代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思政课

教学和学生党建工作都在不断创新。学生党建工作正在

悄然地向着信息化发展，利用互联网创新党建模式，引

入党建网络课堂等新形式正在不断推进学生党建工作的

实效性。同时，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实践中，将互联网

技术不断融入思政课教学也成为必然。现在常见的网络

直播课堂，就是利用互联网高效、快捷、即时传播的特

点，把专家学者的讲座、报告呈现给大家，这种形式深

受学生喜爱。我们不禁思考，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

联网+”思政课教学新模式基本常态化的情况下，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网络资源可以与党员教育的网络资源

共 享 、 整 合 ， 建 立 两 者 共 同 育 人 、 协 同 发 展 的 “ 微 平

台”，这样不仅大大扩展学生党建工作的广度、深度和

传播速度，同时还能实现思想教育多元化，使普通学生

及学生党员学习教育更有效。

结　语

综 上 所 述 ， 高 校 思 政 课 教 学 与 学 生 党 建 有 效 融 合

可以帮助大学生夯实理论基础、提升认知、激励思想进

步 。 这 既 是 高 校 落 实 “ 立 德 树 人 ” 根 本 任 务 的 有 效 途

径，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又能扩展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形

式的多元多样化，切实提升实效性。当然，在理论与实

践的探索中，如何能更大限度地将思政课教学与学生党

建工作有效融合起来，发挥切实作用，这是一项系统工

程，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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