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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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
之大计”“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意识形态
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要落实“大思政课”理念，讲好思政课，真
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就必须坚持守
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回归“社会母体”，将
思政课讲在中国大地上，为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注入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破壁”：抓住“大变局”，讲深
思政课

思政课的教学场域从来都不是空中楼
阁，而是时代洪流。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
之日起，就深刻把握着时代的发展动向，密
切关注着社会现实问题，并力求对现实问题
做出回应，进而改造现实。马克思在《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
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
方法论支撑的思政课，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根基上夯实学生的思想基础，引导学生自觉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观察和分析世界，
主动回答时代之问。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工具，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当前世界正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是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征程，面临着惊涛骇
浪的险峻挑战。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中打破
理论与现实的壁垒，需要扎实的理论储备与
学养积淀。强化理论经典的研读是提高学生
思想厚度的不二法门。在具体教学中，思政
课教师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高
度阐发思政课的道理，引导学生从思想的太
阳处取火，在耕读经典文本的书香氛围中不
断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生命力。这将
有效增强思政课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以彻底
的理论赢得学生，用真理的魅力说服学生，
有效提升青年学子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深度。

“破窗”：善用“大课堂”，讲透
思政课

教材的知识是现成的，社会生活的大课
堂则是日新月异。要把思政课道理讲透，就
要善于运用社会大课堂，打开生活大课本，
将思政课讲在中国大地上，讲在广阔的山河
间，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统一。

“走出去”是要打开社会大视窗，走出
教室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舞台，主动将思政
课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涌现的富有
时代气息与思想价值的思政课元素，能够为
高校思政课教学注入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力，
若能有效地汲取之、提炼之、升华之，不仅
能够极大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也能给学
生带来“冒热气”的思政课体验，增进学生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使学生更加坚定
地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引进来”是要引入人物大视角，从社
会课堂中引入各行各业的先进榜样和模范人
物，为思政课注入新鲜血液和多样元素。比
如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和未来就业方向，将
有关领域的奥运冠军、大国工匠、感动中国
代表人物请进思政课堂。这样既能进一步丰
富教学主体，在多元的社会人物镜像中打开
学生的认知视野，也能发挥优秀典型的激励
作用，让学生在与先进榜样的近距离接触中
感受到他们的职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收获别
样的学习体验。

“破局”：敢打“大擂台”，讲活
思政课

在思潮涌动的社会现实中，面对极端利
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
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对青年人的影响，
思政课作为政治性与学理性、价值性与知识
性高度统一的课程，要敢于担当作为，同错
误思想作斗争。好莱坞大片中充斥着西方中
心论和个人英雄主义，互联网浪潮中良莠不
齐的信息弥漫着历史虚无主义气息，市场上
制造消费、虚假消费等消费主义现象泛滥，
伪精致主义、享乐主义、内卷躺平、摆烂等
不良影响渗透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这
就尤其需要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思维，在
思政课上搭建思想的擂台，让其成为思想争
鸣和学术交锋的课堂，做到知识解渴、思想
解惑。思政课教学要有意识地触及学生的知
识盲区和思想痛点，对问题进行抽丝剥茧的
分析，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洞察力，帮助学
生形成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思政课是三尺讲台，也是思想擂台，
是发扬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殿堂，也是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场。要将思政
课讲进青年人的心坎里，唤起青年人的文
化使命与历史担当，就要善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要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以文化的深沉持久之力，增强思政
课育人实效。例如，墨家的自我牺牲精神
与服务社会的宗旨，儒家的利他思想、人
的社会性和乐群思想等，都与共产主义有
着很深的精神契合。中华传统文化中“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增进青
年学子的思想觉悟。青年学子只有树立起
文化自信，才能真正站稳在中国大地上，
以自信、乐观、进取的姿态走向世界，讲
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破界”：争做“大先生”，讲好
思政课

大学并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培
养大气象、大情怀的理想国。作为培根铸魂
的主力军，思政课教师要立足党的事业后继
有人这一根本大计，争做新时代的“大先
生”。“大先生”之为学，当为大学问，为求
人类解放与自身完美，打破学科壁垒，融会
贯通、自如跨界，带领学生实现知识的有效
迁移；“大先生”之为人，必见众生、见天
地，心怀悲悯，无求于功名而两袖清风，却
仍得孔颜之乐；“大先生”之为师，是以教
育为毕生追求之事业，绝非为稻粱谋。拥有
大胸襟、大人格的“大先生”，一定能讲好
思政课道理。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内容上打破学科边
界，也应该在形式上“破界”，即打破传统
模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美育与
德育的高度融合。一出学校原创校园大师剧
《姜维壮》，要比再多提倡爱国奉献的理论教
育更能触动心灵；一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高
水平文化展演，要比课堂上干巴巴的道德说
教更能打动人心。思政课要在对社会生活现
实素材的理论提炼与艺术化处理中，把显性
教育和隐性教育有效结合，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回应学生的现实困惑与心灵焦虑，以艺
术情感的升华排遣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
与苦闷。让学生在关切社会现实生活的“大
思政课”中生发感动，获得更为深刻与持久
的教育体验。在拉近与学生心灵距离的同时
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从而使思政课在以德
化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过程中，更好
地回归教育的本质。

（作者朱凌云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刘礼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四个维度讲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朱凌云 刘礼

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奠基性工程。近年来，党和国家先后
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乡村教育振兴，在
推动教育深度融入乡村新发展中收到
了可观成效。但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教
育问题仍需要一定时间，也需要动员
更多社会要素参与，以此规避教育振
兴规划落实进入平台期甚至是瓶颈期
的风险。地方高师院校为基础教育发
展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常被喻为
某一区域教师的“摇篮”，是乡村教
育振兴中不容忽视的关键性要素。作
为乡村教育振兴的发动机和助推器，
地方高师院校应在政策条件下找准自
身定位，积极拓展服务乡村教育振兴
的功能。

根据区域需求加快“新
师范”建设

教师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地
方高师院校要在已有“一体化”教师
教育体系中，重点融入新时代师范精
神和教育情怀，从供给侧解决乡村师
资的数量和质量问题。针对在校生，

“新师范”建设应在日常教育中调整
专业培养思路，优化培养方案、完善
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
训练，着力培养乡村及其教育现代化
发展所需要的“厚基础、宽口径”复
合应用型新教师。针对乡村在职教
师，应以国培等项目为平台，在提高
其素养和技能的同时，帮助其形成能
够满足当地家长和学生教育诉求的独
特智慧。教育智慧渗透在乡村生活和
事务中，可以改变教师“旁观者”的
状态，重塑乡村对其身份符号的认
同，进而确立起“新乡贤”的良好社
会形象。

承担地方教育发展“智
库”角色

乡村及其教育振兴与师范教育有
着不解之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的乡村
运动中已见一斑。历史“基因”和
21世纪教师教育变革共同为当下新命题奠定了
基础。地方高师院校作为扎根区域发展的教育类

“智库”，应立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一方
面，将乡村教育相关要素和资源作为研究的创新
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将乡村场域作为研究成
果转化的主战场。就其内部而言，不仅要整合师
范性和学术性，还要实现与教师教育相关联学科
和专业的交叉融合，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教
育研究；就其外部而言，通过资源的社会嵌入路
径，打破地方政府、乡村、社会组织之间的隐形
围墙，促使它们构成一个联动系统，并尽可能多

地动员系统中的要素参与乡村振兴
行动。地方高师院校应以“智库”
研究为中介，切实帮助乡村基础教
育提质增效。

构建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与新文化的通路

文化具有教化意义，教育是对
文化的扬弃与传承。地方高师院校
可以沿着两条路径助力缓解乡村现
代化转型中面临的文化冲突：一是
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学科知识
体系传授给高师生，特别是公费师
范生和“硕师计划”定向培养的学
生等，以情境中的思想与方法指导
他们熟练掌握和运用乡村教育资源
来全面育人。随着越来越多高师生
的“下沉”，新文化会逐渐融入到乡
村既有的文化体系之中。二是地方
高师院校要把服务乡村及其教育纳
入整体发展计划，在“三下乡”等
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相
关组织，设立专项行动方案，鼓励
师生组建团队，采取帮扶结对、下
乡挂职等方式深度参与乡村教育和
文化的改进。尽管方式不同，但两
条路径归根结底都要通过“育人”
来实现，大教育观就意味着要从文
化的新生长点发掘地方高师院校的
更多职能。

改变公众对乡村教育
的刻板印象

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影
响，“落后”成为乡村教育的标签。
地方高师院校要致力于扭转这一认
知，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出
发：借鉴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乡
村教育的经验，与乡村合作，收集
和整理乡土文学、民风史实以及地
理风物等素材，编制乡土课本、开
发乡土课程，并将其中比较成功的
教育成果适度向外推广。抓住现实
中物质资源积累和制度政策倾斜的
机遇，帮助区域内基础教育凝练特

色，提升品质。尤其是对涌现出的服务乡村教育
的先进团队和典型个人要予以荣誉评定和绩效奖
励，并借助学校的宣传机关和社会媒介进行推广
宣传。其目的是在改造公众认知的同时增强乡村
教育自信，营造全社会关注和尊重乡村教育和师
范教育的良好风尚，使乡村振兴成为公众心中真
正具有吸引力的事业。

（作者孙芳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韩春
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本文系 2022 年
度 黑 龙 江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规 划 项 目
[22EDE39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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