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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结合点。在充分了解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互联

网+大赛、挑战杯、各类科研项目专业知识的背景下，

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微观层面挖掘其与党和国家大

政方针的结合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点，将

中国革命精神渗透到整个比赛过程或者项目申报各个环

节，实现“专业能力提升”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

把政治认同、中国革命精神、历史使命、家国情怀渗入

其中，实现润物无声的效果，提高思政工作的针对性。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爱国主义精神和中

国革命精神阐释的重任，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播者和宣

讲者。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弘扬和培育大学生革命精神中

的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广大思政课教师。但是从目前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总体水平来看，还是存在理论水平

不高、培训机会少、教学方式陈旧、对思政课作用认识

不到位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和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厚植情怀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

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

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要”要求，其中情怀是

指家国情怀、传道情怀、仁爱情怀。思政课教师只有心

里装着祖国和人民，关注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才能有

报国之心和报国之行，具体到工作中就是甘于寂寞，甘

于清贫，心中始终装着学生，做好传道、授业、解惑工

作，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其次，加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力度，增

加校内、校外老师之间学习和交流的机会。经验需要在

交流中相互借鉴，知识需要不断更新，这样才能适应不

断变化的教学实际，尤其是年轻教师的经验少，可塑性

强，更需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和深造。

再次，在教学方式创新方面久久为功，借助VR、红

色官微、音频视频等多重方式，不断创新教学平台、丰

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效果，使革命精神相关的教学资

源进一步丰富和立体，让红色文化资源像盐一样融入学

生的每一处细胞，通过激活学生内心深处的红色基因，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激发情感认同，汲取奋进力量。

此外，思政课教师的师德建设也很重要。切实端正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努力提

高思想认识，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教师中同样要弘

扬革命精神和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政治理论

课教师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形成爱岗敬业、教书育

人、乐于奉献的良好风气。

4、积极发挥网络在中国革命精神宣传中的优势

学 生 在 哪 里 ，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阵 地 就 在 哪 里 。 随 着

网络逐渐占据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网络已然成为大学

生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深刻塑造了青年，

对于思政工作者来说，新媒体时代工作阵地和重心自然

而 然 就 从 线 下 转 到 线 上 。 当 代 青 年 是 互 联 网 的 “ 原 住

民”，这就需要思政工作者到学生聚集的抖音、B站、知

乎等网络平台上去，充分开发新媒体弘扬中国共产党革

命精神的传播形式，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不断丰富高校学生思想教育的传播载体。

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扩宽新媒体传播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的平台，深度拓展传播领域，有效将大学

生思想教育融入“数与网”的全媒体时代。只有用青年

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够更大程度地抓住学生的话语热

情，拉近与青年的心理距离，实现中国革命精神与青年

学生同频共振，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度和

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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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课堂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革命精神教育相结合，把弘扬和培
养大学生的革命精神作为第二课堂的教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