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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people are the future and hop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become a 
reality in the continuous struggle of one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As the cradle of young people’s talent cultiv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guiding young people to firm belief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ing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gnificanc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guarante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specific path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level, and provided pertinent and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promot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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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高校作为青年人才培养
的摇篮，肩负着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信心的重任。论文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实施路径、保障策略等角度出发，从实践操作层面深入剖
析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路径，为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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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 [1]。高校

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

德品质、文化素养，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开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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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2.1 凝聚共识、思想引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指导思

想的与时俱进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

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同时也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行动指针，是当前开

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2.2 推进工作、指导实践

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

工作中，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发展大势，全面、客

观认识当代中国国情和国际世界新格局，志存高远，树立为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终生

的信心和信念，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中国共产

党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

2.3 砥砺奋进、激励前行

中国梦是一个远大而美好的理想，理想的实现并非一蹴

而就，可能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为之不懈的努力奋斗 [3]。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中国思想理论建设

的最新成果，它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激励着当代

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

命，从自身做起，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不惧风雨、勇挑重担，

矢志拼搏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

和力量。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路径
3.1 笃学理论知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4]。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5]。高校应创新、

完善高校思政课理论建设体系，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同时，通过开

展讲座、理论宣讲会、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校园活动，进

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知识的

学习，并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短视频

平台、手机 APP 等，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在潜

移默化中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有机统一，传播新思想、新

理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3.2 勤思红色精神

红色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理论为指导，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所积累并传承下来的

宝贵精神财富 [6]。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到延安、

井冈山等革命圣地考察，反复强调要让红色精神放射出新的

时代光芒。当代大学生大部分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对红

色精神缺乏认同感。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运

用好红色精神，通过理论研讨、演讲、微书评、青年论坛等

形式，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带领学生重温和正视红色历史，

引导大学生去理解和感受革命岁月流传下来的精神，由此加

深大学生内心深处对红色精神的认同感，促进红色精神在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7]。用红色精神激

发大学生爱中国共产党爱中国的精神力量，增强大学生对中

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文化认同感。

3.3 践行初心使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思想就是在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必将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发

挥出巨大威力 [8]。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

才能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全面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教育包含知与行两个层面，高校通过开展专业实习、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党员活动、团日活动等形式将理论与

实践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自身

做起，珍惜时光、不负韶华，勤奋向上、刻苦努力学习专业

知识增长本领，在艰苦奋斗中磨练意志、锤炼品格，在勤学

苦练中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练就过硬本领，用责任与担当

为青春增色、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做奉献，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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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深悟精神实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

不断发展 [9]。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科学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

意义，通过学习会、读书会、报告会、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

引导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

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努力把每一点都领会深、领会透，

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使学生能深刻

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

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保障策略
4.1 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

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对思政

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

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具体要求 [10]。通过教材学习、教

学研讨、教研活动、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提高思政课专任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完善课程设置、

实施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计划创新，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推动

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

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专职辅导员队伍的思

想引领作用，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组织者、

实施者和指导者，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

正的辅导员队伍，发挥辅导员的协同育人价值，将显性教育

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相统一，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

全育人格局。

4.2 搭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之上，

各种新兴媒体相继产生，微博、微信、手机 APP、短视频平

台等新型媒体迅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

道。新媒体平台具有“传播快、受众广、影响深” 的特点，

作为互联网用户主要群体的大学生深受新媒体的影响，高校

应抓住机遇，充分运用好这一新的思想传播阵地，以思想政

治教育发展的规律为出发点，不断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内容，

把最新的理论内容充实到新的媒体工具中，通过制作理论知

识宣传短视频，撰写博文、推文，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

博客、贴吧、抖音等平台，广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知识；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网络知识竞赛、

短视频征集、线上宣讲、在线直播、网上云课堂等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为学生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积极

倡导学生探索和使用新媒体技术，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传

统思政理论课的基础之上，鼓励学生通过学习强国、超星尔雅、

慕课网等媒体网站和学习平台进行自主学习，形成思政教育

一体化的全新模式。

4.3 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马克思主义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

的实践性，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实践决定理论，理论

反作用于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

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知与行两个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应通过党员活动、团日活动、

素质拓展、社会实践、企业实习、调查研究、“三下乡”活

动等，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理解、运用新思想。通过

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理论的魅力所在，使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有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坚持

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能

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坚定信仰、指引人

生方向，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激励广大

青年学生勇担使命、努力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是新时代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新要求。高

校要不断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探索适应大学生学情变化的教

学模式和方法，创新教学模式、活动载体。改进、完善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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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平台的传播方式、传播渠道，打造全新的教育生态环境，

形成协同育人机制，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营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格局，全面持续推进

大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

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实

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

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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