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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

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

作为。”“大思政课”作为思政课的

新形态，通过大师资、大课堂、大资

源、大方法，合理调动一切育人主

体、运用一切育人载体、发掘一切

育人资源、采用一切育人方法，形

成强大育人合力，实现对传统思政

课育人模式的改革创新，拓展全面

育人新格局。

建好乐教善教、潜心育人的

“大师资”。“大思政课”之大，在于

“师资之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以“大思政课”拓展

全面育人新格局，思政课教师队伍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建设“大师

资”，就是要推进“大思政课”育人

主体多元化，建设一支“专职为主、

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

思政课教师队伍，明确不同育人主

体在思政育人中承担的任务，提升

各级各类教师的核心素养和综合

能力，凝聚起“大思政课”全员育人

的力量。一是要明确不同育人主

体的角色定位，构建多元师资相互

支持、相互联动、相互融合的“大师

资”。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主力

军”的作用，班主任、辅导员等学校

思政教育工作者的“生力军”作用，

以及英雄人物、劳动模范、优秀科

技工作者等先进代表和博物馆、纪

念馆、党史馆等红色基地讲解员、

志愿者的“协同军”作用。“主力

军”“生力军”“协同军”多元协同，

共同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二

是要提高专兼职教师的育人能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

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

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

教师队伍。”广大专兼职教师要胸

怀“国之大者”，不断增强政治意

识、筑牢信仰基石，切实增强拥护

“两个确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并将其转化为做到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自觉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实践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

育事业；要夯实理论基础，提升教

研水平，自觉树立持续学习理念，

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

学习和研究，同时针对学情变化钻

研教学技能，深耕科研沃土，用深

刻透彻的道理赢得学生；还要注重

自律养成，提升品德修为，坚持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做到

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自

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

建设一主多元、同向同行的

“大课堂”。“大思政课”之大，在于

“课堂之大”。“思政课不仅应该在

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

讲。”以“大思政课”拓展全面育人

新格局，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

课堂结合起来。建设“大课堂”，要

充分认识思政课程、专业课程、社

会实践的重要作用，三者聚焦思政

育人，各负其责、多点发力，凝聚

起“大思政课”全方位育人合力。

一是要办好思政课，筑牢思政育

人主渠道。办好思政课，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要把握教学规律，充分尊重

学生主体地位，在充分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掌握学情，遵循学生的认知

规律和接受习惯，有针对性地选择

教学方法和教学素材，最大程度实

现与学生的思想互动和情感共鸣。

要坚持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

推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着力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课堂

教学，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

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

力。二是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

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挖掘其他课

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要用好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政

元素，从课程知识体系和其形成过

程中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政

因子，将之作为开展思政课程的重

要支点，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理

性精神。要将思政内容融入专业

课程，在专业知识讲授过程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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