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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教育探究
张淑萍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宁夏银川

高校教育阶段，是学生重要的教育阶段，学生即将面临毕业寻找工作。而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
重要，通过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有效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更符合社会对
人才的心理素质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将富有社会主义特色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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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新时代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高校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进行融合，不仅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的关

键，更是社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而当下的

问题是，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及原因，并找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策略。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过程中形成的先进思想，包含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道德观念以及政治思想。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

对大学生进行的综合思想教育，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

入高校的思政教育，能够让新时代的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也是大学生对基本国情的了解。此外，

通过大学思政教育引入社会主义思想，能够促进新时代大学

生思想境界的提升，将新的思想带到自己的学习以及日后的

工作当中，让大学生对待学习和日后的工作更加认真。另外，

通过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入，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荣辱观。新时代的大学生就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人才储备力

量，也是未来各社会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大学生思想

观念的提升，能够促进中国“和谐”思想社会的构建，对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建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受重视程度不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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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国家建设的一切工作要以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思想，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将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核心是必然工作。但是，当前的高校对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融入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不重视，其表现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现在的高校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定为学

校发展的主要课程，在高校的教学中，还是会受到传统的教

育思想所影响，认为学生当以学习知识和技能为首要任务，

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心理发展不够重视，很多高校

虽然开设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课程，但是课时相对较少。例

如，某金融院校某专业，除了主要高数和英语课程之外，其

余大部分都是金融专业课程，而思想政治学习课程每周安排

不到一课时，在这一课时内，教师很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

想观念进行良好的讲解，导致特色社会主义无法与思政教育

融合。

其次，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程学习缺乏兴趣，高校教

育阶段的学生，平均年龄在 20岁左右，都已经成年，通过

学习生涯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意

识以及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一

定的了解。

最后，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学习依然不感兴

趣。众所周知，大学时代的课程相比于高中阶段要少得多，

而且课程安排也比较轻松，很多大学生都形成了“放松的心

态”，对于专业课的学习都不够认真，跟别提他们认为“枯

燥无味”的思想政治学习，很多学生在思想政治上逃课、睡

觉、玩手机，不认真听课，导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实

际效力。

3.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待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区别于其他专业课程的教育，教

师更应该重视其自身的教学观念以及教学方法，加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入，吸引学生进行学习。但是，目前而

言，高校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以及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过程中还存在问题。一方面，教师对于思想政治教学重

视程度不足且教学方法过于严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对学

生思想以及心理的指导，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入，

更是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境界，导致教师对于思想政

治教育过于谨慎，将思政教育的理论教育提升，而忽略了学

生的精神层次还没有达到可以理解的程度，使学生对于思想

政治学习退而远之。另一方面，高校教师还没有找到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的好方法，教师还在使用传统的灌输

式的教育，并且对于学生的思想意识调查缺乏了解。社会主

义思想特色教育应该重视方法，也应该针对学生的自身情

况，要求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以及综合素质有良好的

了解，从问题入手实施教育。找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

问题，这正是教学最基础、最有效的流程。而在当前高校教

师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化的认识。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现途径

4.1 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融合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其

真正的意义就是要建立新时代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课

程并且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而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课程将是融合过程当中的首要任务。在当前，高校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要分为四个模块，主要包括概论、原理、

纲要以及基础课程四个内容，而在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入的

过程中，应该从这四方面内容着手进行融合，促进高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立。

首先，在特色社会主义与思想政治概论融合的过程中，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内容以及发展历史等内容加入

思想政治课程当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细致化地融入

教学当中，让学生能够对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其次，在进行原理课程模块融合过程中，就是要求高

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更深层次的教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产生基础原理、哲学角度的思考以及特色社会主义体

现出的马克思主主义原则，深化高校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课程。

再次，在纲要模块融合的过程中，要对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对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定义

进行阐述，并对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建设以及实践应用

进行详细的描述。

最后，在进基础课程融入的过程中，要注意将大学生

的实践活动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将积极，先进的新时代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学生行为的指导思想，在基础课

程融合的过程中，就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过程，提升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高校学生的行为之一，这也是高校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改革

的过程中，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分阶段、有实效

的纳入课程内容当中，真正实现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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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升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素质

教师是教学的实施教学的主体，教师对教学的质量有

着非常关键的影响，在高校思政教育融合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过程中，教师也起到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思政教育创新

和新思想融入的过程中，教师要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一方面，教师要提升自身的思想素质，加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发

展路程以及理论基础都要有细致的研究，使教师的思想意识

受到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以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

基本行为准则，这样教师才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

细节化的设计，将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准确应用和融入教学

当中。

另一方面，教师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认识，意

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课下加强对课程体系的

研究以及教学方法的优化，课上带动学生思想政治课程学习

情绪，将思想政治课程改变为学生感兴趣的课程，课后要注

意留心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思想和心理的影响，积极与学生

进行沟通，将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化、生活化，

加强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应用程度。

4.3 注意结合先进的教学方法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融入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学生对

思想政治学习不感兴趣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在优化思政

教育融入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其自身教学

方法的改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形式，提高教学效率。

例如，教师可以采用现在非常流行的微课教学方法进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微课教学是一种新型的

教学方法，不仅具有信息化教学的便捷，而且还具有精炼的

特点。通过微课教学模式，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高校思想政

治教学的质量。首先，微课教学使高精度教学，一般的微课

课程只有 15~20分钟，利用这样的特点可以有效地将思想

政治教学压缩，解决特色社会主义思政理论课程复杂、繁多

的问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简单化，精炼化更容易让

学生接受。其次，微课教学采用微视频教学模式，教师在准

备视频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本节课的中心内容。例如，论

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师就要将理论知识分解，化

繁为简将内容逐一阐明，不有遗漏。最后，利用微课进行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学，教师也要充分把握好微课视频教

学以外的时间，在这一时间内，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更多的

交流，了解学生对于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情况，加强针

对性教学。

奋进新时代“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未来属于青年，青年人身上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高校思政课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育人目

标，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弘扬“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是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题中应有之

义。为此，要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

精神，说明党曾遭遇的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与付出的惨烈牺

牲，进而帮助新时代大学生深刻理解党应对危机困境的伟大

实践及历史启示；要阐述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

涵，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环境的复杂多变，从而增强新时代

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培养新时代大学生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的坚韧品格。

5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入，是国

家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高校教育的改革，希望论文能够对高

校思政教学的提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融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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