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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

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如今，大学生多为 00后青年，个性鲜明、思想活跃、朝气蓬勃。更好满

足他们的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需要与时俱进推动

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 

始终坚持教学导向。思政课教师的首要岗位职责是讲好思政课。教师教得好，

学生才有可能学得好。全面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抓好教师教学是关键。要突出

教学导向，鼓励教师以讲好用好教材为基础，认真做好教材转化工作，切实推动

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与此同时，注重通过健全教学团队集体备课、集体观

摩评教制、青年教师导师制等机制，营造集体研教的良好教学生态。在备课方式、

教法思路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的是思政课程内容，提升的则是教师教育教学水

平。 

完善立体教学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在于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讲

清中国情况、解释社会困惑、解决现实问题。正因此，除了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还需要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不断完善“理论教学、实践

教学、智慧课堂”的立体教学体系。实践证明，无论是以故事教学法、校园微调

研等方式提升思政课到课率、参与率，还是将思政课教学从课堂搬到云端，探索

“线上+线下”交互配合的新路径，只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思政课就能做到

有情、有景、更走心。学会多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

创新，有助于形成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 

优化多方评价模式。教学反馈和评价，是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

客观公正的教学评价，对于改进课程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行和专家精通教

学艺术，对课程内容、教学成效的多角度观察，可作为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学



生是思政课的最终受益人，教学方式方法是否有效，学习是否有收获，也应纳入

评价体系之中。不断优化多方评价模式，可以更真实地反映教师承担思政课教学

的基本情况以及教学实效，督促他们更好履行政治把关、理论学习、业务指导等

职责，从而有效增强思政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实效性。 

健全保障服务机制。高校教师为引导学生立德成人付出辛劳、贡献力量、奉

献才智，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师资体系、加强队伍保障。一方面，要配齐建强思政

课教师队伍，在充实专职队伍之外，有针对性地从社会各条战线遴选一批优秀人

才担任特聘、兼职教师。另一方面，高校各部门应明确在思政课改革创新中的职

责任务，确保在师资建设、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打好组合

拳，确保各种保障服务机制协同发力，高校思政课建设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关系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加强探索、矢志改革创新，努力让每一堂思政课都成

为有温度的精彩一课，就一定能开拓高校思政课建设新局面，培养更多能够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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