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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nd actively seeks for the new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and emphas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ory,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theme educati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legal education,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education, is the key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is innovation pa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extensively adopt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appeal and appeal of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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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研究深入剖析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特点与新困难，主动寻求创新发展的新策略。该研究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适应新时代的特点，
强调理论性、实践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研究中提出，以国家主题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引领，敬业精神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国家治理体系和法治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等进一步融合，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的关键路径。在推进这一创新路径的过程中，高校应广泛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
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对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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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不

仅给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和机遇，也对高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毋庸置疑，高校是中国未

来人才的摇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的

影响。然而，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许多前

所未有的新特性和新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新的历史条

件，深入挖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的新特性，积极探

索适应新时代的创新途径和方法。此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创新的核心要素是理论性、实践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结

合。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以国家主题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为引领，在敬业精神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国

家治理体系和法治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等四大领域进行创新和完善。最后，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实施这一创新策略，高校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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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以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

质，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贡献力量。论文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深入剖析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创新发展路径不仅为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其实践

探索指明了现实方向。

2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特性与
挑战的探究

2.1 新时代的社会环境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
新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社会

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 

求 [1]。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政策方针的调整

和国际形势的波动，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调整和优

化，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

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使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成为

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信息

化的社会环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多样的教育手

段，也带来了挑战，如虚假信息的传播、文化的多元冲击等。

这些都要求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更加注重信息素养的

培养，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传播

能力。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学术自由和思想多样化的趋势，使得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需

要在多元化的语境中进行。要在尊重多样性，坚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量的基础上，促进学生塑造积极、正面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教育内容，更多地

融入法治教育、公民教育和国家治理认知，使学生能够理解

国家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公共参与意识。

新时代的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与

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适应和回应这些新变化，调整战

略、创新方法，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于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实现教育的有机统一和与时俱进。

2.2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性
新时代的背景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了多种新的

特质。新时代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丰

富和多样。信息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学生接触到更

为广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与时俱

进，涵盖更多元的内容和视角，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思想

需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注重实践性和互动性。面对新

时代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一系列实践活

动，帮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和参

与能力。这种实践教育模式不仅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主动性。

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和差异化也成为一个显

著特征。新时代大学生的个性、兴趣和背景都更加多元，这

要求高校针对不同学生群体设计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内

容和方法 [2]。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加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有效

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总体来看，新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彰显出理论与

实践、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有机统一。这些新特性使得思想政

治教育在新时代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2.3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面对着学生

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挑战、社会舆论环境复杂化、课程体系

与教学方法滞后等挑战，需要高校进一步提高教育针对性，

创新教育内容与形式，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探索

3.1 以国家主题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引领
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中，以国家主题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引领，是实现教学理念革新和提升教

育实效的重要策略 [3]。国家主题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具

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加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要求。通过引入国家主题教育，不仅能

让学生深刻领略国家的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从而增强他们

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荣耀感，还能激发其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热情。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国家主题教育应与当前国际国内

形势的变化相结合，形成与时俱进的教育内容体系。新时代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刻画

清晰的国家发展走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与国家利

益观。通过具体的课题研究、专题讲座及社会实践活动，高

校可以使学生增强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全面理解，促进

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情感与责任意识。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主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作用在于深植学生心中对于祖国的深情厚谊以及责任使命

感。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切实体现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与挑战，通过丰富多样的教育形式，如情

景教学、项目式学习、红色资源的教育利用等，使学生能够

更直观地感受到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中的爱国力量，从而内

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

通过国家主题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持续引领，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构建起符合时代脉搏的教育框架，而且

能够有效传播党和国家的教育理念与政策方针，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度社

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才。

3.2 敬业精神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国家治

理体系和法治教育的深入融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将敬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教育有机结合。 通过开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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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事迹教育， 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 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职业理想和价值追求。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阐释，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再者，拓展国家治理体

系和法治教育， 增强学生对国家制度的认同， 增进对法治

的理解和尊崇，为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通过这种全方

位的教育整合，对于帮助高校学生构建健全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3.3 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为基石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注重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确保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世界观

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对世界的全面认知能力，使其能够科学

地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生观教育则应引导学生树

立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强调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与担

当。价值观教育需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强调个人

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通过系统的课程设计、丰富的实践活动

和有效地引导，学生能够在具体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深化对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解，形成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

价值导向。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也为国家

培养具备德智体美劳全面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提供坚实的支撑。

4 现代科技手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
的应用

4.1 现代科技手段的利用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

新关系
现代科技手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的应用具有

重要意义，其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效果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现代科技手段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新形式、新方法，推

动了教育模式的革新。在线教学平台、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

呈现方式，增强了教育的互动性和直观性。通过这些技术手

段，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进入虚拟场景，体验历史事件和社

会变革，增加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同感。

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在当代青少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高校应积极利用这些平台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

短视频、网络直播和在线讨论等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更

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和心理，使教育内容更加生动、有趣、易

于接受。还提高了教育的覆盖面和参与度，使更多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

科技的进步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

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通过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输送更多优秀的后备力量。

4.2 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
现代科技手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虚拟仿真、3D 动画等技术，生动形象地展现党和国家

的发展历程以及重大事件，增强学生的感知体验。运用智能

化互动教学系统，师生可进行实时交流，教师及时了解学生

的学习状况，调整教学方式。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整

合各类思政教育资源，构建特色鲜明的智慧思政平台，吸引

学生主动学习。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推送时政资讯、社会实践等，拉近师生距离，提

升教育的亲和力。新技术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为实现思政教育目标注入新动能。

4.3 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科技手段的支持与实现
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目标，现代科技手段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在线

学习平台和虚拟现实技术，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复杂的思

想政治理论，增强学习趣味性和主动性。大数据分析则帮助

教育者实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教育

方案。人工智能辅导系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提升学生的

学习效果和思想深度。社交媒体平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传播途径，使教育内容更具广泛性和渗透力，增强了教育的

实际效果。

5 结语

这篇研究探讨了新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性

和新挑战，并找出了创新路径。研究指出，高校需要结合时

代特性和不同教育元素，建立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实

现这个创新，高校需要用现代科技提高教育的吸引力，提升

学生的认识水平。但是，如何去做，还有哪些困难，需要我

们继续研究。特别是怎样更好地使用现代科技提升教育的效

果，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要明白，为了更好地完

成任务，提升学生素质，我们必须持续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这样，我们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培

养出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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