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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是以内因动力为主导，统合课程内外因要素的系统优化与建设过程。立

足课程本身进行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必须处理好几大矛盾关系问题，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

殊性与课程一般性、高效教与有效学、内生动力与外力扶植、内容守正与方法创新，以及思政课教师特殊性和高校

教师一般性等方面关系的问题。这些内在的矛盾问题或是内因与外因的矛盾关系问题，关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内涵式发展的目标、效果、动力及建设主体方面的具体内容。从逻辑上厘析、破解和疏通这些基本的矛盾关系，

有利于清晰地梳理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整体思路，从而有效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

展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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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两次代表大会及其报

告中做出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治部署，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提出的“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的具体部署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

发展”已然成为当下一项重大的战略工程。因

此，有必要立足课程本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发展面临的瓶颈难题与矛盾问题进行研究和

探索，如就怎样处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殊性

与课程一般性、高效教与有效学、内生动力与外

力扶植、内容守正与方法创新，以及思政课教师

特殊性和高校教师一般性等方面的关系问题，这

些内在的矛盾问题或是内因与外因的矛盾关系

问题是关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只有从逻辑上厘析这些关系问题，

破解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更好地梳理出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整体思路，有效推进

和优化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

建设工程。

一、思政课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般性，是指其作为

我国高校开设的一套课程，属于高等教育课程体

系的一分子而进行统一的课时规定与教学安排，

同等地参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大循环，遵循高等教

育的一般规律。但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又

很特殊，是进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理

论教育的课程，有别于其他进行一般性知识传授

与教育的课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

展必须审视课程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问题，

尤其要深刻揭示思政课程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

特殊要求。
第一，从发展定位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不是普通的知识教育与传播的课程。一方面，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关键课程”，肩负重大的历

史使命和特殊的政治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大学本质特征和要求的德

育课程”，［1］( P39) 须将党和国家的相关要求落实于

课程教育中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巩固高

校意识形态安全，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课程重在培养

大学生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拥护、忠诚

热爱与担当行动，是专门进行思想理论、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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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道德情感与行为规范教育、培养与引导的课

程。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上是针

对大学生而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渠

道”论凸显了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将社

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载的思想观念、政治观

点和道德规范，作用于大学生成员头脑与思想深

处的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连通着国

家意志与大学生发展实际的“两端”，是将体现国

家意志的思想理论进行教育的传播供给，以满足

大学生成长需求，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

论素养。概言之，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

要是进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教

育，是一套兼具思想性、政治性和理论性的课程，

既具有“思想政治课”的政治定位，又具有“理论

课”的学术定位，并主要地以课堂理论教学的方

式呈现，这是它的特色，也是优势。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表现出课程政治

性与学理性内在矛盾的特点，这是课程发展特殊

性的总根源。作为直接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课

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表现出政治性强而学理

性差的基本特点，因此被称为“洗脑课”“说教课”
“宣传工具”，甚至高校其他学科的同行也会认

为，“讲不好专业课就去讲马列课”，［2］实际上是

对课程教育的专业性与学术含金量的贬损评价，

也是无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上“学科

课程”的应有价值，使其无法在教育体系内享受

到平等的地位而被边缘化，显现出国家赋予其极

高的发展定位与其在高校被边缘化的强烈落差。
与外界评价相呼应的是，在课程本身的发展建设

中也确实存有一定的认知偏差与不完善的做法，

比如弱化了课程的学理性研究。
第三，须以课程建设作为矛盾关系处理的突

破口，坚持以政治性为引领，重点解决课程学理

性不足的问题，大力推进课程的学理性研究。一

方面，要以政治性为引领，秉持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时代新

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

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坚持政治性是课程发展建

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

思主义，把它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中心内

容，确保青年大学生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

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质 量 建 设 的 一 条 基 本 经

验”。［3］另一方面，弥补课程学理性的不足是处理

课程特殊矛盾关系的关键。要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平台为支撑，大力推进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提高教师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集

中研究课程教学的难点与重点，研究大学生发展

的新特点与新要求，加强对“三大规律”的学理性

探究，切实地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说

服力和武装力，提升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

和科学性。总而言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

殊性决定了课程建设必须坚持以政治性为导向，

以学理性为基础，在政治性稳固的前提下，大力

推进课程的学理性研究。

二、“高效教”与“有效学”的关系

教学实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

展的不懈追求，新时代对该方面的要求不断升

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对课程质

量、运行效率和丰富思想理论内涵的潜在要求，

使得人们对课程教学发展的要求提升为对教、学
之间相长互进的效果与质量的关注上来，即如何

通过“高效教”来实现“有效学”，实现教与学正向

增长与互动平衡，切实地提高课程质量，成为贯

穿课程内涵式发展的主线索。“实现教师‘有效

教’与学生‘有效学’的有机结合，才能为提升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注入充足动能，才能真正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4］然而，现实的突出问题

则是，不论“高效教”，还是“有效学”，都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而且缺乏二者的紧密互动。
一方面，推进“高效教”既是课程实施的难

题，也是对课程评价的难题。“高效教”主要是从

课程教学供给的维度出发，针对教学过程中教育

内容被学习和接受的效率与效果。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教育过程主要体现为师生间教育供

给与学习接受的有机统一，教师是课堂教育实施

和供给的主体，学生是对教育内容接受的客体，

是反映前者的教育供给是否有效的依据所在。
没有学生参与的教学是徒劳的，并没有任何价值

和意义。因此，学生在课堂上的到课率、抬头率、
点头率，以及入耳率、入脑率和入心率等，可总体

的反映出课程教育教学资源在课堂上的使用效

率以及课程知识内容被教育接受的比率和程度。
目前该方面依然存在的问题是，课程教学效率和

教育效果并不理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日常

教学过程中，照本宣科、内容陈旧、方法呆板、简

单重复，或应付差事、空洞说教等现象仍然存在，

影响着思政课的‘到课率’‘抬头率’，更影响着思

441



政课的‘入脑率’‘走心率’。”［5］

而且，当前对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价也不完

善，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内在地制约着课程质量的

进一步提升。毫无疑问，关于效果的评价是所有

课程反馈、提升和发展的必然环节，关于课程“到

课率”等效率评价比较容易操作，并能统计出可

视化的数据结论，或仅通过直观感受便可得知梗

概，而关于“入耳率”等方面内容，则无法深入到

人的头脑和思想中去进行统计和衡量，很难设定

科学的评价指标以进行量化评估。目前以考卷

方式为主的评价很难对教学效果进行全面、真实

地评价，“这种评价体系对高校思政课教学评价

的特殊性把握不够，对大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没

有将知识性评价与价值性评价统一起来，对教师

教学效果的评价没有对评价主体和评价内容做

适当区分”。［6］ 因此，呈现出课程科学评价的难

题，亦与课程是作用于人的思想灵魂和信仰深处

的教育特殊性有关。教学评价是对思政课教师

职业能力的公允定论，是行业规范的核心所在，

但是思政课程的特殊性则在于，很难对人的思想

进步及其所实施的引导、改善、纠正、巩固的程度

进行客观评价。如何准确设定评价指标体系及

实现科学操作，是课程发展的瓶颈难题，显现出

“课程的评价体系建设尚不够完善，课程效果测

评的标准和方式方法相对滞后”［7］“缺乏以定量

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8］等问题。换言

之，效果评价本身的不成熟成为制约课程实效的

短板性因素。
另一方面，课程“有效学”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是制约课程实效的前提基础。能不能够“有效

学”，关键要看课堂上学生的学习状态与学习收

获。该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部分学生

身上表现出学习兴趣不高、低效，甚至无效的突

出问题，“有 学 生 上 课 迟 到、瞌 睡，听 课 很 不 认

真”。［9］就上海市 11 所高校的调研显示，在被调

查对象中，虽有大部分学生能够参与课堂教学，

但是“积极主动参与”的仅占 35. 67%，“被动接

受”的占比 52. 34%，其余的则表现出“看其他书

或打瞌睡”和“心不在焉，根本不听”的无效状

态。［10］被动、低效，乃至无效的学习状态是对课程

教育资源和个人学习时间的巨大浪费。二是学

生获得感不强。获得感的强弱是对学生学习收

获状况的集中反映。当前各种“讨好式”“附和

式”“表演式”教学虽则在尽力地靠近学生、满足

学生“需要”，但是徒有形式的教学改革只能博得

眼球，并不能够深层次地打动学生、引导学生，导

致学生所体察到的获得感并不深刻、长久，所收

获的理性认识较为肤浅、情感共鸣较为短暂，禁

不起时间的考验。另外，在时代发展与社会环境

的挑战中，包括西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输出、国内

错误思潮影响的冲击，以及社会发展中的消极现

象和反面案例，会进一步导致对大学生课程获得

感的“消解和稀释”，显现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

理论课获得感不强的问题，也成为当前课程改革

必然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
综合而论，教学中的效率不足、效果不好，以

及学习被动、低效与获得感不强的问题是制约课

程内涵式发展的根本问题。从教学基本矛盾关

系出发，提升和改善教学实效的关键在教师。从

一般意义上说，在教与学的矛盾关系中，教师的

教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因此，须以“高效教”作为

“有效学”的前提条件，将“有效学”作为“高效

教”的目的和结果，学以教启，教以学成，实现二

者的良性互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

实践中，不论是国家资金、政策的外力扶植增强，

还是课程体系下的学科发展、教学与科研机构建

设、课程方案统一设置、教材体系的丰富完善、教
师队伍的精耕培养，都致力于改善教，都需通过

教师来提供兼具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

性的精准教育供给，以影响、带动和促进学生的

学习实效，推进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

同、主动维护、自觉践行，以及对错误思潮的思想

对立、自觉抵制与合理批判，最终落实到大学生

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人才

目标上来，这是课程内涵式发展的内核所在。
当然，我们还需要在充分发挥教师队伍主体

作用的同时，推进课程教学模式的综合改革。实

事求是地分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增

强与质量的提升，仅靠思政课教师一己之力、单

靠传统课程理论教学的单一模式，难以负重。须

从总体上推进全程全方位全员育人的思想政治

教育大格局，不断地推进实现课程的教育目标，

由此切实地提高课程的教育实效。从课程“全面

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实现知、情、意、行

的统一”［11］目标导向的整体要求上看，教学实效

的提升是国家的一项系统工程。在国民教育一

体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目标中，大学阶段的目

标重在增强使命担当，引导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

跟党走，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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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核心课程，其实践价值早已超越培养个体思

想素质的具体任务，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局

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坚定人民群众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意识形态活动。”［12］ 从兼具理

论、情感与实践要求的教育目标、建设者与接班

人培养的短期与长远目标、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

复杂目标的方方面面看，远非传统课堂理论教学

的方式能够完成，并非大学阶段的一套课程群能

够承担，也非依靠思政课教师的教育实施主体就

能成功，显现出课程特殊的教学矛盾。这就需要

“打破思政课教师‘单兵作战’、大学思政课‘孤岛

化’窘境”，发挥全程、全员、全方位和各个环节的

德育“大熔炉”［13］的教育合力作用。相较高校的

其他课程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是贯通国民教育诸学段、螺旋上升的课

程群，是高校德育的主渠道，并围绕传统课堂理

论教学的核心，日益扩展出网络教学的“有益补

充”、实 践 教 学 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和“重 要 环

节”，以及与之相促进的“第二课堂教学体系”。
课程目标的实现需从此特点出发，统筹利用好

横、纵维度各个方面的有利环节和条件，做好宏

观的部署和设计，推进教学模式在广度和深度的

发展，并以学生为中心，大力调动学生学习的参

与率、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相长，大力提升教育

合力，以化解课程目标与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

三、内生动力和外力扶植的关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是以课程

内部要素作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是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发展到一定阶段下的自我觉醒与发展转

型，调动、激发和提升课程内生动力尤为关键; 但

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又在于对党

和国家扶植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内外因的关系

及其处理问题，自然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

涵式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首先，国家扶植的外部动力对于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发展建设而言非常重要，也很必要。一

方面，课程在全国范围的确立和普遍开设，需要

党和国家的全面规划和扶植。正是党和国家的

大力扶植，“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

供了 内 容 依 据、师 资 队 伍、条 件 保 障 和 良 好 环

境”，［14］才有了课程发展的历史; 没有外力的扶

植，就不会有课程的设立和建设。另一方面，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党治国理政大局中的一项

具体内容，是进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理

论知识教育的专门课程，体现为国家事权，非常

有必要纳入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管理之下，而

且课程进一步的科学化、体系化和制度化发展仍

需要外力的继续推动。党带领下的课程方案调

整与改革是课程发展的重要动力，“每次改革都

证明了，坚持与时俱进，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

作出调整改革，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根源”。［15］( P90) 发展至今，高校已形成一套专

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并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发展提供稳定而有效的帮助与指导。
其次，国家的外力扶植并不能代替课程本身的

发展，内生动力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

展的根本动力。当前“关键课程”的发展部署是对课

程重点扶植的具体表现，但却在课程自身建设中显

现出上述教、学维度下具体的种种问题，从根源上

看，这与课程的内生动力不强息息相关。党和国家

的扶植主要是提供外力保障，课程的发展，凭借自身

的内驱力，内部各个要素及其发展才是课程的主要

动力。内生动力主要源自课程要素主体自身，要“以

课程要素的良性运行激活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发展

的内部驱动力”。［14］在发展中，虽然各要素总体完

备、运行顺畅，但却发展不平衡、协调性不足，表现出

内生动力发展不足的问题，在具体方案下的课程目

标、内容、结构、评价与课程的基本理论内容、教育教

学规律、方式方法，以及学科、组织机构、人员队伍等

要素协调运行中，表现出各要素的相互支持与配合

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如课程评价要素亟待完善、
教学内容加工难度较大、师生教学互动力有待增强，

制约着课程教学的整体发展。概言之，当前课程的

内生动力机制尚不健全，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并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乐趣也没有完

全唤醒，课程共同体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够，对外部

驱动的内化不足。从根本上看，内生动力发展不足

是制约课程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课程的内涵式发展应是内因驱动与外

因驱动的辩证统一，需充分地调动、利用和激发

课程内外因的系统动力，推进课程科学、均衡与

持续的发展。比如，从探索教学方法有效性的角

度看，就需要发挥内外因的合力，“由于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活动的特殊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方法探索中，教育主管部门的作用和教师的作

用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16］其中，外因提供条

件保障和方向指导，内部要素才是发展的主体和

根本。毫无疑问，所有的规划和指导，要在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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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前提下，具体落

实到“怎样培养人”的实践问题上来，需依靠课程

主体和课程要素开展具体的教育活动，将国家的

外力支持作为基本保障，以党和国家的要求和规

范为基本原则，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完成党和国家

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在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

综合对比中，内部驱动力更为关键，而教师又是

关键中的关键，故而形成了“关键是发挥教师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科学判断。教师主

体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力量、是体现党和国家意志

的课程执行者、是创设和驾驭课堂教学的指挥

官，更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

四、内容守正与方法创新的关系

守正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

要原则与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3·18”会

议上就如何办好思政课指出，“思政课建设长期

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

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17］在守正

创新中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与建设，

其旨在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
针对性，以追求高质量的课程发展。

守正创新的重要原则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必须从课程的基本特性出发，把握好内

容守正与方法创新的关系，不断推进课程的教学

改革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是理论讲

授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具备基本的

理论功底，不断地研究教材、研究理论、研究中国

实际问题，遵照马克思主义原汁原味地进行理论

教学，将教材内容讲透、将党的重大理论讲清楚。
但讲理论就必须要重视方式方法，若照本宣科地

进行干巴巴的教条化灌输，虽然方向、内容不会

出错，但也不能亲近学生，更不能打动和说服学

生，自然得不到学生的积极认同，无法兑现实效。
因此，必须在课程内容守正中，推进方法的创新，

既保证课程内容的思想性、理论性，又致力提升

方法的针对性、亲和力，大力提升课程教育教学

的效果。坚持内容守正，即要按照课程教学大纲

的基本要求和教材基本内容进行理论讲解，保证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但在方法上

不能刻板，须对理论内容进行科学的加工处理、
理论注解与旁征博引，这样才能增强课程的解释

力和说服力，但绝不是空泛的心灵鸡汤、引人逗

乐的故事杂谈，要禁止理论“注水”。
同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时代，可借助新

媒体新技术新手段以增强课程内容的表现力和

教学的吸引力，但切不可喧宾夺主，只图形式的

热闹而忽视教学应有的理论深度。如在当前推

进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

新中，涌现出各种庸俗化、娱乐化、表演式、炫技

式的所谓教学技术方法手段的创新，造成对教学

性质与内容的严重冲击，也造成对课堂应有神圣

性、必要严肃性的消减，其实是背离了守正创新

的基本原则，颠倒了内容守正与方法创新的关

系。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建设中，

内容守正在根本，以从根本上保证课程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特性; 方法创新在形式，为的是实

现课程内容能够科学高效又新颖有趣的呈现。
内容守正是目的，方法创新是手段。总而言之，

内容守正与方法创新二者辩证统一，其目的都是

为了科学而有效的教学呈现，更好地服务学生、
引导和教育学生，促进学生德才兼备的全面发

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五、思政课教师特殊性和高校
教师一般性的关系

毋庸置疑，思政课教师是高校教师的一分子，

既秉持教书育人的职责，引领时代、专心教育，又在

立德树人的教育总任务中，发挥自身在教心育德、
铸魂育人方面责无旁贷的职责与使命，是二者身份

的有机统一。须辩证地看待集一般性与特殊性于

一身的思政课教师特殊身份，不能以对高校教师的

泛化理解去取代对思政课教师的特殊要求，也不可

用专业的身份要求去抵消作为高等教育者的普遍

要求。须在二者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准确领会新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建设对思政课

教师主体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综合素养的新要

求。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类文明的传承

者，更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指导者，

所有的高校教师都应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政治

素养和高尚的师德师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

超的高 素 质 教 师 队 伍 是 大 学 建 设 的 基 础 性 工

作”。［18］“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

一”是从品格修养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对教师综

合素养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思政课程的特

殊性又使得思政课教师在综合素养方面包含有

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高校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

思主义 理 论 教 育 的 实 干 家 更 为 关 键、更 为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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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19］尤其当部分教师还不能够很好地承担起

新时代的特殊职责与使命，而表现出“少数教师

的师德行为偏差”“部分教师的能力素质不足”
“一些教师的创新活力匮乏”［20］的突出问题和综

合素养中的薄弱环节，迫切需要在课程建设中，

不断地加强并有效地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

质水平。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有思想

家的好学深思、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教育家的循

循善诱”，［21］( P175) 这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素养的高度评价和发展要求。《新时代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6 号) 指出，思政课教师应

当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模范践行高等学校教师师德规范，

做到信仰坚定、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并提

出从“政治关、师德关、业务关”三个层面由高校

来严格把控思政课教师的任职条件，实行不合格

思政课教师退出机制。该些新要求必将推动思

政课教师队伍整体素养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其次，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情感投入的诉求更加

强烈。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单纯地传授知识，还包含

有信念引导、情感教育和精神鼓舞的教育内涵。一

则，思政课是一套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社会主义

制度科学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感召力的课

程群，蕴含着丰富的正能量，需以积极情感和正面态

度加以教育的引导和吸收，以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

强“四个自信”; 二则，思政课是面对大学生的情感教

育课程，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以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坚持爱国和爱党

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引导大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

党走; 三则，思政课是鼓舞大学生放飞青春梦想的课

程，在课程教育中要鼓励大学生将祖国事业与个人

发展结合起来，鼓舞他们把视线投向国家发展的航

程，把汗水洒在艰苦创业的舞台，到基层去、到西部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成一番事业、做好一

番事业。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

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思政课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思政课教师的特殊

要求，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以情感人、以情动

人，以情入理、以情化人，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

果。“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22］这

点对思政课教师尤为重要。思政课教师与大学生的

心灵成长联系最紧密，“是与大学生思想、信仰、理想

和信念距离最近的人”。［23］一方面，除了一般性的理

论知识讲授外，还要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对大学

生进行情感、态度、立场的引导，这就特别需要课堂

“在线”的情感付出，包括感情的投入、热情的激发、
激情的表达，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地进行情感“生成”
与“输出”，以真情实感去打动学生，不断增强课程的

感染力。另一方面，作为情感立场的引路人，思政课

教师必须在弘扬主旋律中将个人生活中的负面小情

绪控制起来，除在批判错误思潮时，必须表达出对相

关案例中个别人和事的厌恶、排斥和反击的立场外，

大多时候在对主旋律的弘扬中，要葆有崇尚、向往和

颂扬的正向态度和大爱胸怀，通过必要的情感切换，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入理、以情感人、以情动

人，强化学生心底共鸣，并在情感的正确引导下而做

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反之，如果缺乏这部分

的感情投入，缺乏对学生必要的情感启发，而只进行

生硬地理论灌输和结论注解，必然导致课堂沦为干

巴巴的理论说教。
最后，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自觉性的要求更加

迫切。毫无疑问，对于课程建设而言，人是关键

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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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断，

在突显思政课教师主体地位的同时，揭示了自觉

性才是课程发展的根本。“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

开展、实施的直接承担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主导着整个教学活动，决定着思想政治理论课以

怎样的形态落到实处，其主观能动性、专业自主

性的发挥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质

量。”［4］国家主导下课程的所有供给性建设，都是

围绕教师与教育教学而进行的科学规划和保障

性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具体要落实到

各门课程的建设，课程建设的质量如何取决于是

否具有 一 支 能 够 胜 任 课 程 建 设 要 求 的 师 资 队

伍。”［24］“六个要”新要求，实则是对教师主体自

觉性更大程度的殷切期盼，是从授课水平的“衡

量标准”和提高授课能力的“努力方向”方面对思

政课教师自觉性提出的具体要求。不难看出，这

比对其他教师的一般要求更高。由于上好一堂

思政课需要思政课教师投入更大精力和更多情

感，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不能过于计较个人的利

益得失，而要甘于奉献，保持良好的自觉状态。
“六个要”既是党和国家对思政课教师赋予的高

期望和严标准，又需将之内化为教师自身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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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动，转化为思政课教师发展的新动力。
总之，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要积极提升个

人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有效完成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与研究的本职工作，自觉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主动承担起

时代新使命，力争去做让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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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and Their Ｒelations i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Ailian

( Faculty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process of sys-
tematic optim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at is internally motivated and integrat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Based on the curric-
ulum itself，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deal with sev-
eral contradictions，including particularity and generality of the course，efficient teaching and effective learning，endogenous
power and external force support，content integrity and method innovation，as well as the particula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and the gener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hes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r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are related to the goal，effect，motivation and construction subject of the course． To analyze，crack
and dredge these basic contradictions logically is conducive to clearly sorting out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he contradictory is-
sues; internal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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