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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习近平主席的思政讲话都充满了智慧，其中不

乏趣味性，让人拥有醍醐灌顶之感。由此可见思政教学必须要

在语言亲和力方面多下功夫，尤其是高校思政教师作为高等教

育者，必须做到思政教育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理，要

有具体的思政内容。在提升思政教育话语亲和力方面，需要多

听、多说、多想、多看，需要对思政理论深入研究，能够做到

深入浅出；建立教师个人语言魅力；增强教学内容的感染力。

第一，促进学生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

性。十八大诞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

包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任务以及对目标建设当中存在的

风险、问题等形成了总体分析论述，这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在

教师精准语言解析之下能够让学生充分领会，可以提升学生

的思想境界，能够明确该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纲、总

领。同时大学生能够结合相应的国家发展规划去有效地建立

自身的职业规划。而最后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切中

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即将新思想和大学生学习、生活、

工作结合，去有效利用新思想解决他们成长之路上的困惑 [1]。

第二，让理论通俗化，确保学生充分理解理论并内化。

大学思政教育必须要提高师德，这样才能提高思政教育水

平。师德之一便是温润如玉，能够将复杂的道理讲得清楚明

白，可以滋润学生心田，在能够让大学生产生家国情怀、文

化素养、法律意识、政治认同。现阶段在思政教育当中，大

部分教师的理论是过硬的，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然而却鲜

有教师能够利用个性语言能够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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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清楚明白，这是因为理解理论是一回事，将理论讲明白

又是一回事，教师缺乏理论通俗化能力，思政教学难以获得

进一步突破。

第三，提高语言亲和力是保证完成思想教育政治任务

的根本保障。十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首次会议提出了将学

习宣传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第一政治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完成在高校来看，需要广大

思政教师在认真理解理论基础上，能够建立自身语言特色，

能够发挥拉动作用，缩小师生之间心理距离，保证学生心甘

情愿学习理论内容，并愿意辅助实践，让理论指导自身行为，

做到知行合一，如此也真正地完成了高校思政教育任务。

在思政教育话语亲和力方面，思政教师必须要以习近

平主席为榜样，要做到深入浅出、精辟精简、趣味当中不乏

哲理。想要做到这一标准，必须要多听、多说、多想、多看；

需要对思政理论深入研究，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建立教师个

人语言魅力；增强教学内容的感染力。

第一，多听。对习近平主席的各种讲话多听，古语说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对于繁奥艰深的思政理论，需要对

历代国家领导人的会议讲话多听，尤其是对讲话中涉及打比

方、举例子的话语进行深度研究。这对于思政教师而言，第

一能够促进自身深度理解理论；第二可以活学活用丰富自身

讲义。例如，早年毛泽东主席在安源煤矿创办了工人子弟学

校，就特别针对“工”进行了讲解，他说：一横是天、一横

是地，工人站在天地间，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工人阶级的。另

外，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政治思想时，总会爆出金句：“金

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撸起袖子加油干！”[2]这些都是源

自于民间的质朴话语，一下子便可以拉近党和群众的距离。

多听，思政教师才能有所感悟，才能保证所讲内容丰富丰满。

在多听的过程当中，也是理论内化不断坚定自身政治立场，

保证所言能够感动学生。

第二，多说。语言亲和力是锻炼出来的，是在不断反

复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语速、语调、神情、动作等形成

的综合信息特点。也只有多说才能更好组织语言、熟悉讲义

内容，能够在不断的锻炼当中抓住大学生心理，不断地引导

大学生去思考。也可以在多说的过程里，不断地阐述思政理

论、剖析时事政治，能够轻松地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生活、

学习融合，促进学生思政理论内化并指导自身行为。诚然说

必须要拥有观点，这一观点就是习近平主席一直坚持的“信

仰”，要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信仰毛泽东思想，要坚持

邓小平理论，要落实“为人民服务”最高宗旨。

第三，多想。思考是内化的关键，在听和说的过程里

必须要动脑，要考虑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社会状况、国家

时事，能够想出理顺提升大学生思政学习效果的策略。这其

中需要积极融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需要

明确大学生思政学习的目的，即增进学生政治认同，树立学

生家国情怀，建立学生法律意识，给予学生文化素养，夯实

学生道德修养基础。明白了目标，了解了理论，掌握了学生

思想，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良好的教学策略，通过感人的话语，

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层次。

第四，多看。看思政理论著作、看大学生行为、看社

会现状、看人间百态，这样才能了解理论掌握理论，并结合

大学生学习行为、生活行为、就业行为等给出合理的指导，

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例如，目前大学生存在好逸

恶劳、拜金主义、自由主义，沉迷于网络不求上进，此时需

要教师多观察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不要停留于对现象的批

评上，还需要针对“心病”给出相应的“药”，如引导大学

生积极参与思政实践，并在过程里多加点拨，要保证大学生

感受到关怀、感受到温暖，能够认清自身错误迷途知返 [3]。

理论研究是提升语言表达力基础，只有充分理解理论

才能用通俗语言将理论内涵表达清楚，故而高校有必要组织

思政教师展开专业的学研项目，能够结合时事政治、社会热

门事件等来解析理论，让理论学习生动化。在《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当中充满了各类理论，但其中也不乏一些非常生动

的话语，如“苍蝇乱飞就要拍”“老虎露头就要打”将廉洁

执政理论变得十分易懂。另外，在理论学习当中也要引导教

师去辩论，学思想搞政治不辩论就没有发展，在辩论过程里

深入理解理论，在辩论过程里锻炼口才，调动情绪，保证语

言亲和力得以养成。在研究理论过程里，能够不断结合社会

现实问题，这样左右参考、旁征博引，最终可以加深理论的

彼此印证，提高理论学习效率，也让理论得以简化，能够形

成通俗语言 [4]。

现代大学生不习惯板起面孔的教训，普遍拥有比较高

的自尊心，对教师的言词具有一定的抗拒心理。所以想要让

专业思政理论进入大学生头脑，并指导他们的行为，首先必

须要保证思政教师拥有个人语言魅力、浑厚师德，能够不断

化解师生间的隔膜、拉近彼此距离，最终让学生对教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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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数学的学习对于现代化来说是非常有必要

的，因为数学能够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现阶段正

需要综合型的人才。数学源于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国

家推行“综合与实践”这一教学方式，充分结合实际生活为

学生提供一定的展示平台，使他们的实践中感受到学习数学

的快乐，与此同时让他们在学习态度以及价值观方面发生变

化，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教师必须了解学生们的秉性习惯，

做到“因材施教”通过这种方法来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

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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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肯听，对教师的指导信服。建立个人语言魅力，同样需要

建立在对理论的融会贯通基础之上，要在日常讲课过程中主

观上对自己的语言加以雕琢，要树立师者的风度，要善于调

动副语言，包括手势、表情、衣着等，首先让学生接受自己

才能接受教育。在思政教育语言魅力上，一个关键点就是要

学会讲历史故事、政治故事，要善于通过故事来将政治理论、

政治思想融入到学生心田当中。讲好故事不容易，需要教师

主动去于历史、文献、资料当中去不断积累素材，能够通过

鲜为人知的故事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总的来说，教师语言

魅力的塑造非一日之功，需要坚持不懈长期磨炼。

大学生政治学习语境不同于党政干部的思想政治学习，

对大学生必须要在充分了解其心理、行为模式之后，采取策

略性的语言方式去不断渗透思政理论知识。这其中必须要求

思政教师拥有独特的个人语言魅力，善于通过打比方形式剖

析理论，降低理论难度，让学生充分吸收。故而，思政教师

必须要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多听、多想、多看、多说，在

这个过程里最终能够成就自己，也能够最终成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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