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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ignificance,	connotation,	and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ith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it constructs a fusion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wi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further realiz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forming a distinctive carrier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 have corr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values and the ability to serve 
society, combination with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n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al country, we are striving to write a grand chapter of Chinese 
styl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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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与事业发展的融合模式研究
祁源

辽宁师范大学，中国·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

论文通过研究在立德树人的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与事业发展相融合的意义、内涵和应遵循的原则，构建高校思政教育与
教学科研、思政育人、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融合模式，进一步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形成特色鲜明的高校
育人载体，促进高校大学生具备正确的思想政治素质、价值观念和服务社会能力，推进高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与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战略部署相结合，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相结合，奋力谱写中国式教
育现代化的宏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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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是坚持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的主阵地，坚持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培养青

年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的重要责任。

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活力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引导高校青年大学

生将青春奋斗激情汇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理想上来，是高校扎根中国大学办教育、办人民满意教育的

使命任务。为了实现“立德树人”的本位价值，高校应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高

校思政教育引领事业发展，使高校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思政育人和就业创业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1]。

2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与事业发展
相融合的意义

为促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中

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就要通过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

本，创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模式，把思政教育融入高校立

德树人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增强育人实效。注重协同发展，

树立系统思维，达到高校思政教育和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的作

用，形成高校思政教育与事业发展共建共促的融合模式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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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髓要义，探讨“凝心铸魂筑根本、实

干担当促发展”的实践要求，结合高校教学、科研先进性优

势，调动思政育人因素，聚焦思想重塑、能动性激励、实践

能力导向的融合型铸魂育人模式，为高校事业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 [3]。

3 高校思政教育与事业发展融合的根本原则

3.1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
高校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强化铸魂育人平台建设，实现理念

融合、体系融合和载体融合，在促进高校在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同时，凝聚起高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和

向心力。

3.2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和思想政治素养
高校教师处在先进思想、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社会

服务的前沿，在担负教书育人重要使命的同时，更是高校思

政建设的重要阵地和前端触角。高校教师作为思政教育的主

力军，应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教育、师德师风建设，激发高校教师的使命意识和

担当意识，引导高校教师不断提高思政教育水平，将高校学

科建设和发展、教育教学改革和思政教育充分融合，努力建

设一支政治过硬、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创新力强、符合新

时代教育要求的先锋高校教师队伍，立足教学工作，积极推

进课程思政，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和凝聚力 [4]。

3.3 积极发挥思政育人作用
高校始终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从思想上入手帮助学生早立志、立大志，在内心深处

厚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思想教育、专业学习、志愿服务、社

会实践、就业创业等方面发挥思政教育引领作用，推进“五

育并举”和“三全育人”，积极引导大学生做有理想、敢担当、

肯奋斗、勇创新的新时代好青年 [5]。

4 构建高校思政教育与事业发展的融合模式
研究

4.1 高校思政教育与学生培养工作相融合
依托理论社团、红色基地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矩阵，

推动立德树人向纵深发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建立理

论学习常态化机制，配备学习书籍资料，设计红色演讲、理

论沙龙、微党课、课前诵读等多形式、分层次理论学习平台，

建设学习专用阵地 [6]。利用社会性思政教育平台拓展育人载

体，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团主题活动、参与志愿讲解服务。

发挥融媒体优势传播党史知识，运用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营造学习党史、宣传党史的浓厚氛围。以社会实践为契机，

组织党员开展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理实并进、求真力行。坚

持把培养学生成长成才同思政教育相结合，开展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影响深刻、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活动，推动人才培

养、思政教育、学风建设等工作向上向好发展 [7]。注重对学

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关心和爱护学生，积极为学生成

长成才搭建舞台，提供助力，引导广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

实地，立志成才，全面发展。落实激励关爱帮扶机制，常态

化了解学生困难诉求、倾听学生意见建议。教师对接学习、

生活上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学生，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帮助和

引导，组织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主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结

合学生学习生活和成长成才需求，搭建务实管用、灵活多样、

特色鲜明的服务学生载体，发挥组织带动、工作带动、榜样

带动作用，以思政教育为引领，形成全员、全方位、全方位

育人体系。

4.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工作相融合
对高校来说，教学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业务根基，高校

思政教育工作要围绕教学这一中心任务，增强思政教育的吸

引力、支撑力，支持和保障教育教学工作发展，这也是新

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要求。首先，应坚持思

政教育与教学工作融合发展，守好教学育人的初心和使命，

做到教育教学不偏离正确方向。其次，强化“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的协同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常规课程，深

入挖掘与学科课程相关的德育内涵和元素，将社会责任、理

想信念、职业道德、工匠精神等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使

教师成为专业和思政教育的“双带头人”。将思政教育与新

媒体技术手段相融合，利用微信公众号、VR 技术、学习强

国 APP、各类学习移动端等，通过丰富教育形式和技术支

持，促进思政课堂走进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带给党员实地

化或者沉浸式的体验，思政内容也更有吸引力，更容易让广

大青年大学生接受，以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最后，建立和

完善考评机制，按照思政教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双重考评”

的要求，促进教师的提高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充分发

挥高校思政教育引领科研服务、队伍建设和教师素质培养的

作用，助力学科和专业创新发展，实现思政教育与教学工作

同向发力、互促共进 [8]。

4.3 高校思政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相融合
以思政教育引领人才培养，结合学科团队方向，定期

交流学术、科研工作进展和成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等融入学科和专业发展中，以服务国家战略发

展大局作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有效实现理论学

习、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协同发力。在立足思政教育融合教

学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培养德才兼备的高校教师先锋队伍，带动教师整体提升

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助力学科的长期发展，为建设高

水平大学提供坚强保障，培养教育高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不断加强教育学科研团队建设和中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通

过讲座、课题申报指导、学术沙龙等方式提高青年教师的教

学和科研水平，积极推动建立学科科研基地和实践平台，提

升高校科研核心竞争力，打造学术水平高和政治素质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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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师资队伍。实行有的梯次教授和教师联系结对制度，为青

年教师确定职业发展方向，在教学、科研、服务方面开展传

帮带和团队建设，帮助青年教师发展成长，助力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工作高质量发展。

4.4 高校思政教育与高校文化建设相融合
高校思政教育要强化文化育人作用，把先进思政理论

与高校的教育理念体系、价值观体系等精神文化层面的核心

内容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的作

用，为师生接受先进的思政理论提供有效载体和环境，与高

校文化建设相融合，引导广大师生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

有所得，做到深耕细作、抓在经常、融入日常，画好线上线

下“同心圆”。深入挖掘自身思想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历史等教育资源，发挥理论优势，运用创新教学教育方法，

让百年党史教育资源走进课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

融合，使大学生通过自学、深学、领学，做到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真学、真懂、真信；引导大学生群体高度自觉地增强

价值定力，使之成为大学生思想重塑价值的关键力量，有效

筑牢大学生的思想根基。通过开展主题宣讲、文艺巡演、研

学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常态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将其融入大学生发展、教育、培养过程之中，丰富精

神内涵，增强师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将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和校史相结合，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传承红色

基因的宝库。以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

塑造坚强的宣传文化阵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挖掘和释放高

校思政教育的巨大潜能，提升高校文化建设凝聚力。

4.5 高校思政教育与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相融合
目前，各高校正在扎实推进学生就业工作全程化、多

样化、精准化服务，将学生就业纳入专业建设、高校事业发

展的核心指标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塑造学生的思想

道德风貌和文化素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思政课程通过

讲授理论知识、社会实践基础、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

理教育，有助于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从业素质，激发创新精神，明确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

更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在思政教育中，可以

通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式，以增强他们的创新才能，

通过有序的教学过程，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职业道德

和个人社会价值等逐步渗透到学生思维中，最终实现思想政

治教育与就业创业的顺畅衔接和有机融合。同时，通过“第

二课堂”、志愿服务等参与社会实践等活动，让学生更加了

解就业环境及关键环节，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对自身道德水平

的认知，完善提高自身涵养和情操，做到“知行合一”，从

而提升青年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为了促进高校思政教育与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相融合，高

校应积极探索建立跨学科的协同教育机制，形成高校思政教

育和就业创业工作相互联动的模式，培育理想信念坚定、堪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5 结语

推进高校思政教育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模式研究，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高校在学生培养、教学、人

才培养、文化建设和就业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将进一步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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