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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上，推进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必
须抓好教师和学生两个关键主体，构建有
意蕴、有意境、有意思、有意义的“四有”思
政课。

把握思政课本质内涵，构建有意蕴的思
政课。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和铸魂育人的灵魂课程，不可取
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
成部分，思政课归根结底是要坚持“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立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思政课的本质是讲
道理。”高校思政课要讲的“道”，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必然及规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及建设规律、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实现和实践进路。高
校思政课要讲的“理”，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这一伟大真理和正理，它既包括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握高校思政课
的深刻意蕴，才能在教学立意上站得稳、立
得住。

拓宽思政课视域场域，构建有意境的思
政课。思政课的教学对象和主体是处于特
定社会生活条件中的人，其教学指向具有强
烈的现实性、实践性、未来性。高质量的思
政课从意境上而言，必然是视域广阔、学校
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的“大思政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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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
思政课”理念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首先
要抓住课堂教学这一思政课的首要载体、主
渠道和主阵地，构建新的教学生态。其实质
就是用新的理念重塑思政课堂，发挥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化静态的、单
向输出的教师“坐而论道”式课堂为动态的、立体交互的师生对话式课堂。思
政课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主体的协同，以“大思政课”推动
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还要求教学场域突破课堂的时空限制，学校、社区、家庭等
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和助力，构建思政课的社会合力。把握“大思政课”的意境
之大，才能在教学境界上看得广、行得远。

创新思政课方式方法，构建有意思的思政课。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还要
求突破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的瓶颈制约，向改革创新要活力。一方面，当前信
息技术激发了学生的个体认知和学习潜能，改变了他们理解和接受思政课的
方式。实现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要在教学着眼点上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力量，
精准掌握学生学习认知的整体性变化和个性化需求，寻找教学的难点、痛点，
强化思政课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从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看，场景化、具象化、
共情化叙事易于激发学习体验感，强化学习认同感。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
学生。高校思政课要以理服人，不仅要讲深、讲透，还要结合案例式、探究式、
互动式、专题式等多元方法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道理讲得生动、形象，实
现以情感人、以心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动的。”把握思政课的方式方法
之灵动，才能在教学进路上教得活、学得乐。

完善思政课检验机制，构建有意义的思政课。思政课关乎党和国家的事
业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建立与时俱进、科学合理的思政课质
量和效益检验机制，是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学生层面，思政
课的教学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检验其成效，不仅要关注学校课堂中的阶段
性考查和结果性评价，还要立足青年学生成长全过程，检验信念引领、价值塑
造和行为彰显等多维度的获得感、认同感、践行力，真正培育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教师层面，要从思政课的全过程着手，结合教师自我评
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社会评价，检验思政课教师教学目标的完成度、教学
过程的完整度、教学反馈的全面度。归根结底，思政课就是师生同行，共同把
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把握思政课的意义归
依，才能在教学成效上显得实、获得深。

（作者鲁涛系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易丙兰系湖南理
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
年骨干建设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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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思源实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思源实
验学校思政课堂上验学校思政课堂上，，一名学生展示自一名学生展示自
己制作的手抄报己制作的手抄报。。

▶▶湖南省江华瑶湖南省江华瑶
族自治县沱江镇第五族自治县沱江镇第五
小学学生学习扎染小学学生学习扎染。。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为人小学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为人小学
将革命先烈陈为人的精神融入校歌将革命先烈陈为人的精神融入校歌《《为为
人信念人信念》，》，并排练大合唱并排练大合唱。。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供图供图））

教研视界教研视界

“亲爱的母亲，我希望你做一个爱
国甚于爱儿子的母亲，勉励你的儿子上
前线吧！”近日，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红色文化讲解员蒋登义与青年学子们
共同研习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李启汉在16岁那年
写给母亲的诀别信，重温英雄事迹，学
习奉献精神。

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江华县构
建了党政推动、学校发力、社会协同的
政、校、社一体“大思政”育人格局，打造
具有本地特色的“大思政”教育模式，扣
好十万瑶山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党政推动

“要学习江华同志的革命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做对国家、社会有用
的人。”近日，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江
华同志的母校——江华县大石桥乡中
心小学，江华县县委副书记、县委统
战部部长蒋剑带领学生们回顾江华的
一生，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实现理想。

江华县把思政教育纳入党建中心
工作，成立思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出台相关文件，明确县党政领导
干部任学校“第一书记”，每学期到学
校上思政课。截至目前，全县所有党
政领导干部已通过微讲座、讲座、现
场讲解等多种形式，讲授线上线下思
政课。

“我们青年一代要努力成为国家的
栋梁之材，为社会多作贡献，交出不
负人民的青春答卷！”该县团县委组建
的青年讲师团把思政课堂作为前沿阵
地，一堂堂有感染力、有活力、有温
度的思政课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

在县委、县政府的带动下，县直
单位一把手纷纷主动进学校讲思政
课。县委宣传部、县妇联等单位纷纷
派出讲师团，深入中小学上思政课，
形成“三全育人”的良好氛围，让

“大思政课”在瑶山大地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学校发力

出生于江华县的陈为人是中共地
下情报人员，被称为“中共‘一号机密’
档案保卫者”。在江华县为人小学，每
一栋楼、每一个中队的名字都有红色寓
意，每一条道路都有陈为人的故事。

该县大石桥乡中心小学则挖掘江华
同志的革命历程，编写《江华故事》图书
和绘本、建设“江华陈列室”等。学校从
江华同志“四易其名、四次回家、四盏马
灯、四件大事”等故事中提炼出“马灯精
神”，让全体师生了解学习江华的故事。

目前，该县有近10所学校结合地
方实际打造红色校园文化，同时挖掘本
地红色教育资源，遴选红色歌曲、红色
电影等搭建“大思政课”平台，引导全县
中小学生讲好红色故事。

“学校已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

化，并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孩子
们走进学校，随时随地都能接受理想信
念教育。”江华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干
部钟垂安说。

江华县还盘活思政课教师资源，建
设“思政课教师联盟”。该联盟辐射全
县所有学校，通过把专家“请进来”、把
教师“送出去”的方式，不断坚定思政课
教师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政课教师的职
业素养。

社会协同

“我们一有空就会到这里学习体会
红军长征精神，激励自己好好学习。”每
逢节假日，江华县大圩镇大圩老街红七
军十九师政治部长征时的驻扎地，都会
吸引不少附近的中小学生前来研学。

2022年，驻扎地管理方制作了红
军长征主题墙绘，打造红军街，发掘
红军战士书写绘画的《士兵四字经》
等近20幅标语及马克思塑像的育人作
用，打造“大思政”实践育人基地。

江华县是革命老区，全县有烈士
墓505座，还有革命先烈故居、规划
展示馆等十多个场馆。这些场馆主动
开放，供学生们随时参观学习。“每
次学生们来参观，我们都会讲瑶族的
来历、迁徙故事，对他们进行民族团
结教育。”江华县规划展示馆工作人
员介绍。

江华县界牌乡贝芝头村每年暑假
都会邀请抗美援朝老兵、退役军人开
展国防教育、红色教育。该村结合学
生们的思想动态，改编了一套军事拓

展游戏和军事训练课程，从小培养学
生们的良好品质，引导他们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我们在训练中提升了个人
素养，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今后遇
到困难和挫折再也不怕，要勇敢地战
胜它、超越它。”贝芝头村初中学生朱
晓敏说。

据了解，江华县有20余个自然村
结合留守儿童实际，通过“五老”、老
兵去家访、讲故事、微讲座等开展思
政教育，让“大思政课”接地气、有
温度。

“政、校、社一体的‘大思政’
育人格局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学生们
的学习生活，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
围。”江华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唐代林说。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扣好瑶山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通讯员 唐世日 本报记者 阳锡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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