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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quot;all-round education,&quo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each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talen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quot;all-round education&quot; to examine the current issu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at universi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fragmented processes, 
and dispersed resources. It constructs a deep integration mechanism centered on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process connectivity,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039;s higher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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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管理的深度融合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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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三全育人”理念指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管理的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本文从“三
全育人”的内涵解析出发，分析当前高校思政教育与教学管理存在的协同不足、过程割裂、资源分散等问题，构建以组织
协同、过程贯通、资源整合、评价反馈为核心的深度融合机制，为新时代高校育人体系创新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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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简称“三

全育人”）。这一重要论述为高校构建高质量育人体系指明

了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教

学管理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支撑，二者在目标上高度

统一，均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根本任务。然而，当前高校普遍存在思政教育与教学

管理“两张皮”现象：思政工作侧重理论灌输，教学管理聚

焦流程规范，二者在育人主体、育人过程、育人资源上尚未

形成有效协同。破解这一难题，需以“三全育人”理念为引领，

构建深度融合机制，推动思政教育与教学管理在目标、内容、

方法、评价等维度的系统整合，形成全员参与、全程渗透、

全域覆盖的育人新格局。

2 “三全育人” 理念的内涵解析与融合逻辑

2.1 “三全育人”的核心内涵
1. 全员育人：打破“教师教书、干部管理、后勤服务”

的传统分工壁垒，强调学校全体人员都是育人主体，包括专

任教师、管理干部、后勤职工、教辅人员乃至学生自身，需

明确各主体的育人责任，形成 “人人育人”的共识与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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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过程育人：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培养周

期，涵盖课程教学、实践活动、学业指导、职业规划等各个

环节，要求将思政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育内容

的连续性与递进性。

3. 全方位育人：突破课堂教学的单一场景，整合学校、

家庭、社会等多方资源，利用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等多种载

体，构建立体化育人环境，使学生在多元场景中接受潜移默

化的思想教育。

2.2 思政教育与教学管理的融合逻辑
1. 目标一致性：二者均服务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思政教育解决“培养什么

人、为谁培养人”的方向问题，教学管理解决“怎样培养人”

的路径问题，融合后可形成目标引领下的协同育人体系。

2. 内容互补性：思政教育的核心是价值观塑造，教学

管理的核心是知识能力培养，二者融合可实现“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避免“重智轻德”或“德

智分离”。

3. 过程互渗性：教学管理中的课程设置、课堂管理、

学业评价等环节，均可成为思政教育的载体；思政教育的实

践活动、心理辅导、生涯规划等内容，需通过教学管理的制

度设计得以落实，二者在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支撑。

3 高校思政教育与教学管理融合的现实困境

3.1 育人主体协同机制缺失：“全员育人”落实不

到位
1. 部门壁垒导致责任分散：思政工作主要由马克思主

义学院、学工处、团委等部门承担，教学管理由教务处、学

院教学办负责，二者在组织架构上相互独立，缺乏常态化的

协同平台。专任教师往往 “重教学轻育人”，存在“课程

思政”意识不足、能力欠缺等问题；行政管理人员将工作视

为事务性任务，未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育人职责。

2. 师生互动深度不足：传统教学管理中，师生关系局

限于课堂授课与成绩评定，课后交流匮乏。辅导员、班主任

等思政工作者虽承担思想引导职责，但因事务繁杂，难以深

入了解学生的学业发展与价值困惑，导致思政教育与学业指

导“两张皮”。

3.2 育人过程存在割裂：“全过程育人”衔接不紧密
1. 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两层皮”：部分高校仅在思

政课程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缺乏价值引领元素，

未能形成“大思政” 课程体系。教学管理中，课程大纲制定、

教材选用、教学评价等环节未充分融入思政要求，导致知识

传授与价值塑造脱节。

2. 实践环节的思政元素挖掘不足：实习、实训、社会

实践等教学环节侧重技能培养，对其中蕴含的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开发不够，未能发挥实践育人

的思政功能。同时，学生从入学教育到毕业教育的各阶段，

缺乏系统性的思政教育规划，阶段性育人目标不明确。

3.3 育人资源整合效能低下：“全方位育人”支撑

不充分
1. 线上线下资源未形成合力：线上教学平台（如慕课、

学习通）侧重知识传递，思政教育功能薄弱；线下校园文化

活动（如讲座、社团活动）缺乏顶层设计，与教学管理的联

动不足。网络思政阵地建设滞后，未能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

开展精准化思政教育。

2. 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校企合作、校地共建等育人

平台多聚焦于专业实践，对红色文化资源、行业先进典型、

社会治理案例等思政资源的挖掘不足，未能形成“学校—家

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大格局。

4 “三全育人”理念下深度融合机制的构建
路径

4.1 构建全员参与的组织协同机制：破解“主体分散”

难题

4.1.1 建立跨部门协同育人平台
成立由校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的“三全育人”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思政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工部、团委）

与教学管理部门（教务处、研究生院、教师发展中心）的协

同工作。设立“思政教育与教学管理融合办公室”，负责制

定融合方案、协调资源分配、监督工作落实。例如，某高校

成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由教务处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共

建，定期组织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联合备课，共同开发思政

案例库，推动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4.1.2 明确全员育人责任清单
制定《高校全员育人岗位职责规范》，将育人职责纳

入教师、管理干部、后勤人员的岗位考核体系：专任教师：

落实 “课程思政” 主体责任，在教学大纲中明确思政目标，

将价值引领融入教学设计；管理干部：在教学管理、学术事

务、校园服务中体现育人导向，例如在学籍管理中渗透诚信

教育，在学术评审中强调学术道德；后勤与教辅人员：通过

服务细节传递育人理念，如食堂工作人员倡导节约粮食，图

书馆管理员引导文明阅读。

4.1.3 强化师生共同体建设
推行“双导师制”，为学生配备专业导师与思政导师，

前者指导学业发展，后者引导价值成长。建立师生共同参与

的科研项目、社会实践团队，在互动中实现教学相长。例如，

复旦大学“思想理论课实践教学”项目，组织学生与教师共

同参与社会调研，将思政教育融入问题解决过程，提升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4.2 构建全过程贯通的育人融合机制：破解“过程

割裂”难题

4.2.1 打造 “大思政” 课程体系
顶层设计：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明确各专业课程

的思政目标，要求每门课程至少提炼 2-3 个思政元素（如工

科课程中的科技报国精神、文科课程中的文化自信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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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课程思政教学指南》。教学实施：在课堂教学中，通过

案例导入、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融入思政内容。例如，

机械工程课程引入“大国工匠”徐立平的事迹，讲解导弹发

动机加工技术时渗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经济学课程结合 

“乡村振兴” 战略，分析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实践环节：在实习、毕业设计中设置思政考核指标，如要求

学生在实习报告中分析行业发展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在毕业

设计中体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4.2.2 建立全周期育人链条
入学教育阶段：通过专业教育融入学科发展史、行业

使命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专业认同与职业理想；课程学习阶

段：将思政教育贯穿课堂教学、学术训练、社团活动，例如

在学科竞赛中强调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毕业阶段：通过就

业指导融入职业伦理、家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到基层、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如清华大学“启航计划”，组织

毕业生赴西部、边疆地区就业实践，将思政教育与职业选择

深度结合。

4.3 构建全方位覆盖的资源整合机制：破解“资源

分散”难题

4.3.1 整合校内资源，打造立体化育人场景
课堂主渠道：推进智慧课堂建设，利用大数据分析学

生的学习行为与思想动态，实现精准化思政教育。例如，通

过在线学习平台的讨论区，教师可及时回应学生的价值困

惑，引导正确观点。校园文化阵地：将教学管理中的学术讲

座、科技节、艺术节等活动与思政教育结合，如举办“科学

家精神”主题讲座、“红色经典” 艺术展演，营造浸润式

育人环境。生活服务场景：在宿舍管理中开展“文明寝室”

创建活动，融入劳动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在食堂设置“节

约粮食”宣传区，将日常行为规范与品德养成结合。

4.3.2 拓展校外资源，构建开放育人格局
校企合作：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实践育人基地”，

邀请企业家、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思政导师，在实践教学中讲

解行业发展历程与民族复兴使命。例如，浙江大学与华为公

司合作，在实习项目中开展“科技自立自强”主题教育，引

导学生将个人成长与国家科技进步结合。红色资源利用：组

织学生到革命纪念馆、党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将教学

管理中的实践学分与红色研学结合，开发“行走的思政课”。

4.3.3 创新网络思政载体，占领数字育人阵地
开发“思政 + 教学”一体化智慧平台，整合教学管理

系统、学生事务系统、网络思政平台（如易班、学习强国校

园号），实现学生学业数据与思想动态的交叉分析。例如，

当系统监测到某学生成绩波动较大时，自动触发辅导员介入

机制，同时推送心理疏导与学业指导资源，实现精准化育人。

4.4 构建立体化的评价反馈机制：破解“评价分离”

难题

4.4.1 建立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学生层面：将思政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设置“思

想道德修养”“社会责任实践”等一级指标，与学业成绩、

科研能力等指标同等权重。例如，将志愿服务时长、课程思

政学习成效、社会实践报告质量作为学生评优评先的重要依

据。教师层面：在教学质量评价中增加“课程思政效果”指标，

通过学生评教、同行评议、思政元素融入度分析等方式综合

考核。

4.4.2 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机制
引入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用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

与评价，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育人成效追踪等方式，

全面收集反馈意见。例如，东部沿海地区高校每年开展“育

人效果社会满意度调查”，邀请毕业生用人单位评价学生的

职业道德、团队协作等思政相关素养，将结果作为调整育人

方案的重要依据。

4.3 建立持续改进的反馈机制
基于评价结果，定期召开融合工作推进会，针对薄弱

环节制定改进措施。例如，若发现某专业课程思政案例库建

设滞后，则由教务处与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组织专项培训，

资助教师开发特色案例，形成 “评价—反馈—改进”的螺

旋上升模式。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思政教育与教学管理的深度

融合，本质上是对育人体系的系统性重构。通过构建组织协

同、过程贯通、资源整合、评价反馈四大机制，可有效破解

“主体分散、过程割裂、资源低效、评价脱节”等问题，实

现育人要素的有机整合与育人效能的倍增。未来，高校需进

一步深化改革，推动融合机制从“形式整合”向 “内涵融合”

升级，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细落实，培养更多具有坚定理

想信念、扎实专业能力、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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