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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紧跟党

的理论创新步伐。一是教学内容

坚持与时俱进。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

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

基，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坚持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教学首要任务，及时更

新教学内容，让学生们在新时代的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中体悟党的创新理论的伟大

力量，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二是

教学方法坚持改革求进。以党的创

新理论的生动实践为蓝本，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考察海南的故事

作为鲜活教材，推动学生用脚步丈

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

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

时代脉搏，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

迹感受“琼州潮涌展宏图”，推动青

年学生用党的创新理论培根铸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琼台被誉

为“琼崖革命思想摇篮”，在革命时

期发挥了“革命思想孵化器”“马克

思主义播种机”“红色人才大学校”

及“组织动员策源地”等重要作用。

学校坚持唱响红色主旋律，打造特

色鲜明的“大思政课”。

融入主渠道，思政课有滋有味。

一是从课程建设的理论、实践、基

地和网络四个维度入手，从增强教

育对象的知、情、意、行四大品德结

构着力，运用启发式、沉浸式、翻转

式、体验式的教学方式，把思政课

讲得有滋有味，让学生真学真信，

让道理入脑入心。二是制订《琼崖

革命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程

实施方案》，开设“中国共产党海南

历史”“琼崖革命史”等选修课，编

著《琼崖红色旅游文化》《琼台文

化》《琼崖革命传真理，铁甲农运铸

忠魂：琼崖革命先驱徐成章》等“红

书”，建设好琼崖革命红色文化资

源库，通过集中学习、集中研讨、集

体备课，让红色文化充分融入各门

思政课程。

融入主阵地，思政教育有声有

色。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琼台文

化史，引导广大学生增强文化自

信，赓续红色血脉，用传承爱国基

因的实际行动报国强国。一是建

设“琼台：琼崖革命思想摇篮”和

“琼州文脉：琼台书院历史文化”两

个展馆，打造“英雄园”“师道园”

“自贸园”等，通过开展课堂实践、

校园实践、社会实践，让学生在践行

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行动中

强化认知、升华情感、坚定意志、培

养能力。二是建设海南省琼崖革命

研究中心，举办“琼崖精神研讨会”

“纪念建党一百周年暨觉醒时代的

琼崖：琼台与海南党组织的诞生”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红色文化

传承与发展”等全国性学术科研活

动，组建琼台文化传承创新研究团

队，促进红色文化资源转化、再生为

优质教育资源和育人资源，让“有意

义”的思政课更“有意思”。

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

念兹在兹的重要工程，也是教育强

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琼台师范学

院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新

格局，做好“联”字大文章，自觉扛

起海南自贸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使命和责任。

把“龙头”和“基点”联结起来。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在高等教育，

基点在基础教育。师范院校具有

联结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职责

与优势，必须回答好“强国建设、高

教何为、师范何为”的时代命题。

学校牢牢把握“办人民满意的琼

台、办自贸港需要的琼台”的办学

方向，把服务海南自贸港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作为立身之本、动力之

源，明确了“876”发展战略（即 80%

的学生学习师范专业、70% 的学生

留在海南就业、60% 的毕业生从事

教育行业），在推进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中自觉扛起

担当，将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融入自

贸港建设的大逻辑。一是加快建

设海南省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研

究基地、海南省青年学生党校，努

力打造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建设的坚实阵地。二是成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社、思行社、新时代琼崖理

论传习所等一批学生社团，打造

“蔚蓝师语服务南疆基础教育”“青

春心向党”“红帆起航、星火燎琼”

等育人项目，进学校、进社区、进乡

村，当好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轻骑

兵”。

把“小课堂”和“大课堂”联动起

来。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

结合起来，推动学生更好地了解国

情民情，坚定理想信念。一是打造

提升师范成色，自觉扛起思政
教育一体化建设新使命

擦亮革命底色，扎根海南大地
汲取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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