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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共 产 党 和 政 府 、 社 会 、 领 导 产 生 由 衷 的 信 任 与 敬

仰，那么，信仰塑造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22]

3、通过强化高校信息化建设，发挥网络教育优势，

为高校学生信仰塑造提供安全的交往、交流平台

中 央 网 络 安 全 和 信 息 化 委 员 会 的 组 建 ， 显 示 党 中

央在网络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重视态度和给力方法。有了

健康的信息平台，就可以为学生提供有益的资料，使大

学生能够通过比较、模仿榜样等，形成良性互动，对人

生、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自觉思考并形成正确认知，继而

会正确判断真善美，识别假丑恶。

首先，积极运用现代媒体平台，对大学生进行价值

观教育和信仰塑造。通过充分发挥微信、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现代媒体优势占领网络宣传阵地，传播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利用网络平台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活泼方式传

播我党治国理政的主张，宣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大

国工匠等有崇高理想信念的英雄模范，使大学生内心有

理想，眼前有榜样，为大学生信仰塑造培植肥沃土壤。[23]

通过如此塑造的大学生不仅会有健康情操，理论能力和道

德水平的提高，更会在行动上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

社会现实，体恤民间疾苦。

（二）通过制度建设，为大学生信仰塑造夯实制度

基础

其一，与时俱进打造高质量的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

队伍，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大学生只要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能够

运用马克思主义显微镜和望远镜，拨开全球化带来的多

元化价值观造成的信仰迷茫和困惑，正确分析把握当今

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环境与

发展等等问题的实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外来思潮和价

值观把握的过滤器，盾牌、标尺的作用。做到心明眼亮

脚跟稳，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为此，一支信

仰坚定、情操高尚且又稳定的思政教师和辅导员队伍，

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的树立和信仰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

主力军作用。

其二，通过课程思政制度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

信仰。要培养有信仰的人，培养者必须要有坚定信仰。

高校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通过制

度化措施强化和坚定高校教师的信仰尤为重要，教师的

科学信仰、政治素质、道德情操和举止言行都会对大学

生产生极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在思想传播、行为示范

等方面无疑会发挥重要的率先垂范作用。思政进课堂的

实质，是让有信仰的人教会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 理 和 方 法 ， 公 正 地 看 待 自 身 及 周 边 的 现 实 问 题 ， 科

学、理性地进行顺势而为的分析，进而得出自然而然的

符合规律的结论。

把信仰塑造融入各类课程的日常教学之中，不仅能

帮助大学生培养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和方法，以远大的

目光和宽阔的胸怀正确认识世界的格局和形势，还有利

于大学生遵循真善美的统一，按照规律树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提升人生境界，[24]推动高校学生信

仰塑造事业在教育工作上实现创新和丰富。

（三）从审美观照入手改变大学生自身认知，增进

情感认同，激发意志品格，强化信仰塑造的内在因素

尽 管 进 入 新 时 代 ， 伴 随 国 力 的 强 盛 ，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不证自明，大学生价值观和信仰建立的

外部环境要比原来好很多。但是也不乏有些学生，由于

认 知 能 力 限 制 ， 缺 乏 理 想 信 念 ， 对 什 么 事 物 都 不 感 兴

趣，常常浮躁、失望、孤独、有漂泊感而无愉快感，认

知很极端或很消极，认为人生无意义、甚至否定人类情

感……这就需要发挥高校的自身优势，帮助他们培植精

神家园，激发大学生的自我觉醒。

立德树人要落在实处，广大教师必须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要依据“八个相统一”原则进行教学

方 法 的 改 革 和 创 新 ， 以 灵 活 多 样 、 喜 闻 乐 见 的 教 学 形

式，在三维（视觉、听觉、思维）参与基础上，提升思

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5]除

此之外，更应该以审美态度对学生进行审美观照，以便

激励大学生在内在动力、开放性、坚毅力、智慧、领导

力等方面的五维提升。

经 过 如 此 塑 造 的 大 学 生 ， 走 向 社 会 之 后 必 将 成 为

“ 自 信 人 生 二 百 年 ， 会 当 水 击 三 千 里 ” 的 具 有 坚 定 信

仰、明确目标、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自然会“风声雨

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凌云壮志，以崇高的信

仰、高度的文化自信担负起民族复兴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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