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4年第10期·　　　　 ·新西部

Education & Teaching丨教育·教学 Ｅ

A I 技 术 和 知 识 图 谱 运 用 到 思 政 课 教 学 中 ， 创 建 A I 知 识

问答、虚拟场景搭建、视频制作等，形成具象化、生动

化 、 可 视 化 的 教 学 资 源 ， 提 升 思 政 课 的 吸 引 力 、 感 染

力，实现课堂教学目的和效果。

（三）推动“大思政课”建设，形成协同育人效应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青

年大学生铸魂育人的主渠道，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

实结合起来。” [5]这为高校开展“大思政课”提供了遵

循，指明了方向。通过“大思政课”建设，有效推动思

政课教学的变革，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空间、模

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多方协同

的效果。

一是充分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充分发挥地方红色文

化资源优势，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使

大学生在接受红色文化教育中，增强正确的党史观，深

入理解和把握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精神，让红色历史根

植大学生心中，把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落实到

具体行动中。利用“五一”“七一”“十一”等重要节

点、国家公祭日、党史国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

日进行纪念活动。充分利用升国旗仪式、开展国旗下演

讲等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

学生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二是推进学校精神传承和发展。发挥校训、校歌、

校史等大学精神载体的育人功能，利用新生入学教育、

毕 业 生 离 校 教 育 等 主 题 教 育 平 台 ， 开 展 颂 校 训 、 唱 校

歌、校情校史报告会、参观校史馆、参观校园等活动，

深入开展校情校史教育与校风教育，激发学生的知校爱

校荣校热情，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强

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建设，打造“一院（系）一品”校

园文化活动品牌。深入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传统文化

进校园，举办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艺术节、社区文艺

展演等主题活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三是组建“八支队伍”讲思政课专家团队，协同推

进大“思政课”教育格局。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的要求，组建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专家、社科理论

界专家、各行业先进模范以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院(系)

党政负责人、名师大家和专业课骨干教师、日常思想政

治教育骨干等八支队伍” [6]上思政课讲台，形成稳定的

“大思政课”教师队伍，并做好统筹管理，使八支队伍

积极发挥作用、共同参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

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

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7]当前，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依然艰巨，是

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校认真落实政策文件、做

好顶层设计，把握当代大学生学习、认知特点和规律，

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实施课堂革命，推进

课程思政化进程，善用现代技术教育手段拓展教学内容

和空间，利用校内校外各种资源，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价值功能充分实现，努力培养和塑造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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