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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探索高中思政课育人功能—铸好铸

牢思政课在基础教育中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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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8日，全国宣传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国宣

传文化工作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工作提出新的要

求、提供更加科学完善的指导思想。高中思政课是基础教育中思政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关键一

环。要求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立足新时代新特点，

充分发挥高中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发掘思政课育人功能，探索思政课育人路径，接好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接力棒，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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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

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教育工作，特别是作为承载着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提供了新的理论

指引，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并贯彻落实。

1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明确高中思政课的育人

新任务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宣传文化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具体到高中思政课上，为高中思政课指明了新的育人任

务。

1.1 新时代要培养具有坚定政治认同的中国青年

政治认同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的主要核心素养之一，

集中体现了思政课的育人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是要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心铸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高中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形成的成长

关键期，同时又面临着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不足等局限，

因此必须要有外界及时、正确的价值引领。引导学生正

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所取得

的根本成就，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坚定政治认同，自觉将四个自信内化为精神力量，外

化为实践动力，成长为具有坚定政治认同的中国青年。

1.2 新时代要培养具有扎实文化学识的优秀青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要做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

模范，带头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创先争优，努力成为

行业骨干、青年先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做好“七

个着力”，例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这要求高中思政课要高度重视对学生文化学识的

培养，让青年学生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时代弘扬者，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者，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时代开拓者。因此，在高中思政课不仅要教学生学，

更要教学生做，让青年学生真正成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时代优秀青年。

1.3 新时代要培养具有远大理想信念的时代青年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处于拔节育

穗期的青年学生，同样应树立远大理想信念。习近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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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想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广泛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使全体人民

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高中思政课要讲政治认同，要讲文化自信，更要讲

理想信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着重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伟大事业。同时结合国家、民族发展需要，厚植家国

情怀，树立并坚定自己的人生梦想，积极主动地将个人

命运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当中，将个人理想融入民

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当中。培养具有坚定理念信念并

能够坚持不懈为之奋斗的时代新青年。

2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寻找高中思政课的育人

新动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也为新时代高中思政课高质量

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入了新的育人动力。

2.1 意识形态工作要求高中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思政课要从中明确自身发展需要，推动思政课高质

量发展。

高中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

容，要求高中思政课教师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将习

近平文化思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在教育

教学工作中，发挥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筑牢学

生心灵阵地。在学生内心深入种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主义共同理想的种子。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增添强大伟力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

大精神力量。为我们推动高中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推动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因此

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教师要坚持将教学内容与中国实

践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形成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认同和自信。特别是

在必修四哲学与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更是要充分发挥思

政课作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德育素材，从革命

文化中树立榜样典范，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成长

成才的奋斗伟力。

2.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励前行

一个人的梦想是应对艰难险阻时勇往直前的力量

来源，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内容；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梦想，是鼓舞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追求美好

生活的理想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一个民族的复

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必

须奋力文化强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汲取奋进

强大力量。

高中思政课中多处涉及对于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是学生理解、相信、认同中

国梦的重要途径。因此，高中思政课教学要高度重视伟

大梦想精神，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种进学生心

中，让青年学生切实理解中国梦的内涵、实质及其与我

们每个人的密切联系，自觉将奋力实现中国梦作为自己

的梦。促使青年学生成长为具有深厚家国情怀，满腔爱

国热忱，坚定政治信仰和强大实践能力的时代新青年。

3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明确高中思政课的育人

新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具有科学性，更具实践性，要

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伟力。习近平文化思

想为高中思政课充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进程，

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提供了新的育人指南。

3.1 坚持将因材施教原则落实到高中思政课全体

受教育者

文化因民族性而不同，因多样性而出彩，要正确对

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同样，在教育领域，因材施教是教

育成功的关键一招。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青年学生信

息化素养不断提升，更容易接触到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

也造成了性格差异化的不断强化，加之家庭环境、成长

路径、生活情境的差异，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习惯

和性格爱好，都大有不同。因此教学中，必须强调因材

施教。

基础是了解学生，教师要做到全方位了解每一位学

生，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谈话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学习态度。

核心是科学方法，教育行业做的是人的工作，不同

于其他任何行业，天然具有复杂性和社会性，因此掌握

科学的方式方法尤为重要，青年教师要在实际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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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做学生心灵的工程师，做

学生成长的筑梦人。

3.2 坚持将政治认同教育贯穿高中思政课教学全

过程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建设巨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政治认同是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首要核心素养，

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

但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部分思政课教师存在一

定误区，认为仅有必修一与必修三的教学中需要讲政治

认同，而其他经济、文化、哲学、逻辑等板块则无需强

调。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政治认同不仅体现在这两部分

中，更应贯穿思政课乃至高中全学科教育教学中，因此，

必须在教学与教学的全过程贯穿政治认同教育。

3.3 坚持理想信念教育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全方

位

“三全育人”不仅仅是对于高等教育的切实要求，

基础教育也应深刻体会其价值意蕴。推动素质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终归是要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受教育者

能否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具

有饱满学习热情和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优秀青年。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强调“三全育人”

方针和思政课的立德树人意义。

新时代高中思政课要紧跟时代发展而进步，要求教

师首先要转变观念，不局限于课堂、课本和应试，真正

做到将思政课开到学生生活和心灵当中。其次要善于创

新，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创新课后作业形式，不断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是要养成换位思考习惯，

高中学生年龄固定，但教师的年龄却在不断增长，高中

思政课教师必须紧跟时代，常学常新，换位思考理解学

生内心、回应学生需求、调动学生热情，从而达到促使

教育目标落地生根的目的。

4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探索高中思政课的育人

新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国宣传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为新时代办好“大思政课”提供了新的时代启迪。

4.1 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富课堂教学精

神底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党和人

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也是高中思政课教学的丰富养料和资源。思政课教学中

正确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助于增强思政课亲

和力，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必修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第二课第一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教学中，结合党领导人民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革命

精神，让学生在革命文化中加深对于“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认识

和理解。

因此，高中思政课教学要大力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教育功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教育教

学内容有机结合。发挥文化对于教育教学支持作用的同

时，又通过后者弘扬和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达

成二者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

4.2 巧用党的精神谱系教育时代青年坚定远大理

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百余

年的奋斗中锻造出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彰显了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精神，也是新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财富，巨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引领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必须高

度重视引导青年一代树立远大理想，深刻理解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由来以及自身的伟大使命。充分发挥

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伟力，用伟大建党精神

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认同。用井冈山精

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

抗战精神、红岩精神……引导学生感悟一代又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为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付出的巨

大牺牲和做出的伟大贡献。又以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

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引导学生从中汲取敢于创新、

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伟大奋斗精神。

发挥伟大精神的现实激励作用，引导青少年树立远

大理想，同时脚踏实地勤学苦干，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4.3 大兴红色研学实践教育打造流动的“活”的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6%B0%91%E6%97%8F/11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6%B0%91%E6%97%8F/11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9%A2%86/12652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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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课

近年来，红色研学逐渐成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的重

要实践教学方式之一，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活”化思政

课、打造“流动”的思政课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参

观红色文化纪念馆、革命老区等是红色研学的主要活动

形式。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引导学生切实加强对红色文化

的感知体会，从而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近代中国革命中，江西曾扮演着重要历史角色，

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江西人民在这片红土地上抛

头颅、洒热血，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诗。江西

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好

红色研学教育提供了宝贵契机和巨大便利。

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发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好

用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结合学生发展实际、学校发展

特点，大兴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同时，学校等组织者要

正确认识红色研学，要避免将红色研学等同于旅游，避

免红色研学成为走马观花似的走过场。要科学安排活动

程序，做好研学前准备策划工作、研学中解说互动工作、

研学后成果总结工作。发挥好每一次研学的实际效果，

让红色文化走进学生心中，在学生产生情感共鸣时，适

时开展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意蕴深远、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对于新时代高中思想政治课高质量发展和落实立德树

人教育根本任务以及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实践指导意义。新时代高中思政课

教师应紧密联系时代，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中国教育事业、为青年成长成才、

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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