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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堂的路径研究
刘忠珍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四川省成都市，611130；

摘要：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系统学习与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新思想”）

是我国政治生活的重中之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作为新思想“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核

心渠道和关键环节，将新思想有效的融入思政课堂教学实践中，解决好融什么、怎么融、以什么方式融等问题，

才能真正让新思想入脑入心，对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至关重要，也是完成新思想学习宣传任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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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堂的现状

在本次课题调研中，我们选取了四川 10 所高职院

校作为调查对象，相对较有代表性，包括 8所公办院校

和 2所民办院校。调研对象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线授课

教师，共计500 人次，其中包括专职教师304 人、兼职

教师 196 人。结合新双高建设内容，调研内容主要分为

了三个部分：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级、

政治面貌、专业、从事思政课教龄。这部分调查旨在了

解当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线授课教师的基本情况，

并与教师素质和专业发展的要求相对照，以评估教师是

否能够满足高水平办学的需求。

了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线教师对于新思想融

入思政课态度和认知。主要是从对新思想融入思政课的

重要意义、新思想融入思政课堂的意识以及教师自身对

于新思想科学体系等内容的理解，进行全面、客观的评

判。

第三部分，针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线授课教师

将新思想融入思政课的方法和路径进行调研，以了解新

思想融入思政课的实效性。并以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为

基础，针对新思想融入思政课堂提出相对有针对性的建

议。这部分调研将探讨教师如何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和路

径让新思想融入思政课堂，以提高思政课的实效。

调查结果显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将新思想融入

高职课堂情况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种是部

分教师态度上缺乏融入意识；另一种就是有意识，但能

力有待提升，存在“融得不够”甚至“融得不对”的情

况。

1.1 融入意识与主动性不足

调查发现，30.4%的教师对将新思想融入思政课的

重要性缺乏深刻理解。一方面，主观上 28.4%的教师缺

乏将新思想融入思政课堂的意识，近 10%的教师认为“习

概论”已单独开设课程，没有必要再将其融入其他课程

而不愿意融入；另一方面，近 40%的教师表示对于新思

想科学体系内容的掌握仍有不足，理解不到位，因为缺

乏融入的能力而不敢融。调研中也发现 8.4%的教师完全

原搬照抄教育部制作的公开课件授课。

1.2 融入能力与内容关联度分析

58%的教师自身对新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把握不足，

未能将相关内容有机融合。31%的教师未能及时将党的

创新理论新论断、新方法与授课内容结合起来讲。

1.3 教学方法创新性探讨

90%的教师在授课中结合了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和

视频等多种教学方法。但在选择案例和视频时存在与教

学内容关联性不强、过于宏大、过于陈旧的情况。同时

没能够更好进行解读让学生深刻理解其关联性。教师提

的问题对学生引导性不够，对学生关注问题的回应不够。

2 新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堂遵循的原则

针对教师们在新思想融入思政理论课堂教学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应要遵循以下原则：

2.1 坚持政治立场第一位

坚持政治立场第一位不仅是对思政教师的基本要

求，也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关键。无论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思政教师提的“六要”，还是对思政课教学

“八个相统一”要求，都强调思政教师正确的政治立场。

所以教师在课堂上不管融什么，怎么融都必须坚持正确

的政治立场。

在融入过程中首先满足讲准的基本要求。部分高职

教师为求“稳妥”，过渡依赖教育部课件，应该有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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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件。所以新思想融入思政课堂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

对课件做一些调整。但调整时有政治敏感性，融入内容

需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选取材料需要客观准确，要有

出处和依据，不能随意在网上下载图片、找数据。教师

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确保融入内容具有正确的政

治导向。在把思政课讲活的要求中，教师不应将课堂变

成娱乐场所，而是要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

情景模拟等，将政治性融入到课堂中，让学生在参与和

体验中深刻理解政治理论的实践意义。

2.2 坚持与教学目标的关联

与教学目标关联，要根据教学目标情况来选定融入

的内容。明确教学目标与高职建设的对接。教师在设置

教学目标时，应考虑如何将新思想与目标相结合，确保

教学内容既符合政治导向，又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实际需求。同时，要达到教学目标必须与学生关联。这

意味着教师将新思想融入思政课教学中，需要分析高职

学生的真实想法、思想动向以及行为方式，精选与学生

实际关联的教学内容，精心选取典型案例，进行科学设

计，使学生有亲近感，提高教学实效性。

2.3 坚持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新思想融入思政课堂中，目的不仅是让学生了解领

导人说什么和国家在做什么，还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

家和个人的联系，主动承担起新时代青年人自己的使命。

所以通过分析讲了什么，背景是什么以及未来要做什么，

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才能真正引导学生。

3 新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堂的路径

针对调研的问题，结合相关要求，应当遵循以下融

入路径。

3.1 提升高职思政教师融入意识与能力

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存在融入意识不强的问

题，要加大对教师们培训力度，提升教师们对融入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的认知。针对能力不足，融得不够和不准

的情况，也要加大培训力度，使其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

基础。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校企合作，为思政

教师提供实地考察和实习的机会，可以让思政教师参与

到企业的实际工作中，使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从而提升教师将新思想融入教学的能力和主动性。增强

其教学能力，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提高教学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3.2 把握融入内容与授课内容的关联度

新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堂要注意融入内容与授课

内容有关联度，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2.1融入新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内容

每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同，但又有一个总目标：深

刻领会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更加坚定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所以要把握高职几门

思政理论课内容的重复性和相关度。选与授课内容有关

联的内容来融入。把党建思想融入毛泽东思想三大法宝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把人民至上理念融入

“思想道德与法治”（简称德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里。

新思想作为庞大的科学体系，应当选什么内容融进

去？除了融入具体相关内容外，更重要的是每个理论体

系都应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毛泽东思想的红线是毛泽

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髓、

核心要义是六个必须坚持。[1]在每门课中运用新思想

的世界观方法论教学生客观认识和分析热点、疑点问题

和国际国内社会热点，才能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达到真

用的效果。思政课教师需精选与地方产业发展紧密相关

的教学案例，将新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

够深刻理解新思想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

应用和指导作用。

3.2.2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新论断、新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任务是传递党的创新理论、

新论断、新方法，这是价值引领的关键。思政课不仅要

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将党的创新理论与实际工作相

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师可以结合

企业实际案例，将党的创新理论、新论断融入教学中，

如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方面的重

要讲话精神与农业发展等案例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在实

际情境中理解和掌握党的创新理论。

结合实际，融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在

“德法课”中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可以融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本质的

表述；在讲述中国精神内涵时，可以融入“七一讲话”

精神里谈的32 个字的伟大建党精神。[2]这样的融入不

仅让学生了解理论，还能感受到理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

作用。

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对于农业专业

的学生，在讲就业时，可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材

料，融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讲话精神、打造高水平天府

粮仓和二十大报告涉及乡村振兴内容。这种结合专业特

点的融入方式，让学生看到国家政策与个人职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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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联系，增强了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形势与

政策”课中讲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时，

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讲述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取得的

成绩时，融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有助于学生理解国

家发展的大方向，以及个人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作用。

3.3 新思想融入课堂需要创新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要创新教学方

法。

3.3.1 坚持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新发

展，它要求我们以整体的、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方

式看待客观世界。教师应坚持系统观念，从宏观上把握

新思想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联系，用系统观念设置教学目

标。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不仅要罗列成就，

还要从任务的艰巨性、外部环境的恶劣性、影响因素的

多样性等方面，系统地讲清楚这些成绩与变化是“极不

寻常、极不平凡”的，以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和对中国

共产党的高度认同。

3.3.2 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

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思政课的使命不仅

传递知识、讲道理，更重要的是解决学生的困扰。教师

在授课过程中应加强问题意识，提出的问题应具有引导

性，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教学内容与实际问题的关联性，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融入过程中

要思考的问题有：与本次课相关的高职生的现实问题有

哪些？高职生最关注的与本次课相关热点与兴趣是什

么？与本次课相关的思想困惑是什么？教师针对学生

的热点问题、思想困惑、现实问题进行教学，使课程内

容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提高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课

后的反思亦很重要。是否按照规定和要求把任务完成

了？是否把将融入内容与所教授内容对应起来？是否

将融入内容讲准了？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核心问题是学

生的困惑是否解决了。

3.3.3 运用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新思想融入高职思政课的有效方法。

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和辨析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以引

入企业实际案例，让学生在分析和讨论中深入理解新思

想的实际应用和指导作用。案例选择要跟教学目标相吻

合，服务于理论知识点。主题与所选案例的贴合度、融

合度要高。例如，讲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的群众路

线时融入人民至上的理念。[3]选择案例教学，讲述中

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医疗系统改革改变了建国初期平均

寿命低、妇婴死亡率高等问题，到今天拥有全世界最庞

大的医疗体系，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的局面。

选择的案例要大小结合，既要有宏观叙事，也要有

微观叙事，还要有校本特色的教学，突出与学校的校友、

历史、教师等相关的案例。比如，涉农学校可以用回乡

创业的校友的案例去打动学生，联系家乡农业生产的实

际，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所学知识来助推家乡的乡村振

兴。精选与乡村振兴发展紧密相关的教学案例，将新思

想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够深刻理解新思想的

指导作用。

小结

高职教育需要落实好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要求

思政理论课教师将新思想融入课堂。教师需要发挥集体

智慧，深入思考在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条件下，如

何将新思想融入各门课程，如何把握融入时的原则，并

寻找适合高职学生及其专业特性的教学方法，提高思政

课堂的实效性，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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