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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大思政课”格局，畅通思政课程、专业课程、教师思政、课程思政沟通渠道，做通“以学习为本”、“学习者

为本”和“学习型公民”的育人工作，精通教材、课程、课堂、教师教育理念，打通学科、学术、话语特色体系，表达“大思政

课”的时代和精神诉求，以正确理解“大思政课”之“大”的内涵，“善用”“大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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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6 日，人民日报报道“‘大思政课’我们要

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

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
[1]
所以，“善用”“大思政课”，

要精准理解“大思政课”的内涵。无论阐释“大思政课”作

为一种理念、格局、变革，还是思维转换，要畅通思政课程、

专业课程、教师思政和课程思政等的沟通渠道，做通“以学

习为本”、“学习者为本”和“学习型公民”的育人工作。正

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是一场国家

治理的深刻变革。”
[2]
这用于“大思政课”，揭示了其发生的

自我革命和普及的社会变革，以及背后的深刻意蕴。如同对

青年的寄语：“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3]
“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
[4]
所以，依据革命和变革，做好高校育人工

作，培养未来的“学习型公民”，表达了“大思政课”的时代

和精神诉求，有效“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立德树人，

对“大思政课”的这些要求迫切需要重新解读“大思政课”

之“大”。

一、“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范围之大

“大思政课”要善用，范畴要突破学校，在社会、国家

和世界，不仅涉及学生，还要关涉所有公民。在高校，“要遵

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

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5]
这样，才能做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让思想政治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
[6]
，只有不断“化”、“进”、“新”，才能保持思想政治

工作的创新和实效。在社会，要遵循人的学习发展特点和规

律，遵循教育规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营造“以学习

为本”和“以学习者为本”的理念，升级学习为“学习者学

习”的价值取向，升级课堂为多元化学习型课程，升级教育

为立体化学习型教育，升级社会为全员化学习型社会，在“大

思政课”格局下，发展学生为“学习者学习”的学生，公民

为“学习型公民”，真正营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在国家，“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高度来对待。”
[7]
加强思政课建设，秉持国家立场，以“国之

大者”为导向，把大思政课与服务国家、复兴民族、人民幸

福、国家治理等紧密相关。在世界，“大思政课”要有一种回

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意识和能力，能够将自己学科独特

的丰富内涵与国家软实力相结合，形成一种能够内化表征、

外向发散的独特中国式话语表达，将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公共基础课程内蕴的“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

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知能力”
[8]
，专业教育课

程中的特色和优势、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知识性和人文性，

实践类课程中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创业能力”
[9]
、劳动精神等锻造成能够在国家政治、外交、文化等领域

内的特色化的中国表达。

二、“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内涵之大

人民日报报道“‘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

实结合起来。”
[10]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

会生活中来讲。”
[11]
给“大思政课”定了基调。“大思政课”

是一种变革理念，开展思政课教学时，挖掘思政元素时，善

用“大思政课”时，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将思政“小课程”

与社会“大课程”结合，将现实生活与时代课题结合，将当

代生活与经典文献结合，真正使“大思政课”成为有情感温

度、有理论深度、有实践力度的综合教育理念。“大思政课”

是一种方法。人民日报报道抗疫这堂“大思政课”“这不仅是

一时之运，还有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
[12]
“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也在变化之中，他们的心

态、思想也在改变。”
[13]
所以，强调“大思政课”是方法，就

是强调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过程中要坚定“四个自信”，这

是坚定信仰信念的最重要内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

就就是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
[14]
。“信仰信念

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15]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

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6]
筑牢信仰、坚定信念，是高校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教育

的“活力源泉”和“精神动力”。所以，“大思政课”作为方

法，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方法。”
[17]
是将课程

内容、教学与实践、生活结合的方法，是聚焦思政元素，挖

掘思政内容，遴选教学知识点，构建思政知识体系的方法。

“大思政课”是一种思维方式，传统的思政课和专业课教学

倾向于单向知识灌输和单纯说教，传统的理论讲授倾向于生

搬硬套、照本宣科，片面理解的课程思政倾向于“课程+思政”，

或者“专业+思政”，总是形成教学效果不佳，学生感受性、

获得感不强，形成思政课和专业课的“两张皮”，这不是构建

“大思政课”格局的思路和策略。强调“大思政课”之“善

用”，就是强调在教学中灌输与启发、政治与学理、价值与知

识、建设与批判、理论与实践、统一与多样、主导与主体、

显性与隐性的统一；强调学校、学生、教师、教材的统一；

强调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统一；强调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统一。这些统一都强调在善用“大思

政课”时要转变思维方式，真正实现被动灌输为主动实践，

照本宣科为有理讲理，被动接受为主动内化。

三、“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过程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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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思政课”格局，从思政课程到专业课程、专业

思政，从思政教师到教师思政、学生思政，从课程思政到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还可能从课程思政到课程德育，

从课程思政到课外思政，真正形成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专

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社会大课堂与学校小课堂、课上与课下、

教师与学生的同向同行，形成全社会、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格局。所以，“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过程之大，

是应该作为“系统工程”来推进的，在这个推进过程中，要

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全面系统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形成以点带面，试点先行、典型引路，纵深推进的局面。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课程思政为关键抓手，解决好专

业课程与思政课程、思政教育“两张皮”的问题，将价值观

教育寓于专业课程和专业教育之中，将知识性教育寓于思政

课程和思政教育之中，形成价值性与知识性的统一。通过教

育尤其是课程思政这个中介，将“大思政课”的理念、内涵、

目标等通过熏陶、教育甚至社会遗传，内蕴于每个个体之中，

形成个体对“大思政课”的认可和认同。透过课程思政、思

政课程、专业课程、思想教育、专业教育，形成“大思政课”

课程和教育的联合体，在这种联合教育的“合力”作用下，

能够激起个体作为拥有现代理念的社会人，拥有现代教养的

文化人的自觉、自信和力量，激发个体有学习知识的抑制不

住的渴望，有增强能力的丰厚的背景知识的储备，有健全人

格的美好人生的向往，有“做事情”更是“干事业”的汹涌

澎湃的激情，只有这样，才能将每一个学生、每个社会公民

都纳入“大思政课”的教育、影响范围之内，形成织网成片，

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到话语体系的体系化发展。这样形成

以面带全，透过点、网、片求“全”，其实是在打通关键点、

重点、难点、堵点、困惑点，甚至是关键环节、关键问题、

重点领域等基础上求“大思政课”的“专、深、透”，要通过

“大思政课”的过程之大，实现关于思政课程、专业课程、

课程思政、课程德育的统筹推进，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推进

过程中的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实现社会大课堂与学校小课

堂的紧密衔接、同频共振，真正将“大思政课”建设成为课

程思政与课外思政、全社会、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

“大思政课”格局，真正形成在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上的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将学段间、

教材间、课程间、教师间的衔接性充分衔接起来，真正将大

中小学思政课建设成学段有衔接、教材有递进，课程有协同、

教师有责任的内涵式课程发展，融合课程、教材、课堂、教

师等要素，寻求在“铸魂育人”、“立德树人”同一方向上的

“合力”，追求要素融合间的“化合”作用，真正将幼儿园的

情感体验、小学的启蒙道德情感、初中的思想基础、高中的

政治素养和大学的使命担当等有效衔接起来，“确保育人过程

的各个阶段能各有所为、各尽其力、各有所获、各见其成。”
[18]
真正为学生成长成才打好思政底色。

四、“大思政课”之“大”，在于其效果之大

课程思政构建的是全员、全方位、全课程的育人格局。

“大思政课”要与现实结合，“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

在社会生活中来讲。”
[19]
要善用“大思政课”的重大契机。所

以，覆盖“课程思政”的大思政课，强调其效果之大，就不

仅仅是全员、全方位、全课程育人，还要形成社会大课堂与

学校小课堂的同向同行。社会大课堂方面，要将党史教育、

社会生活、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历史故事等以社

会大课堂的形式讲给所有人听，形成“生活即教育、行为即

课程、强国有责任、未来有担当”、“全员、全方位、全课程”

的社会化育人格局。学校小课堂方面，要将党史教育、劳动

教育、体育教育、美育、德育、专业教育等融入教材、教学、

课堂之中，形成“学校个个有特色，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

人人讲育人，学生每每有受益”的学校小课程，社会大课堂

与学校小课程的衔接，要从一课一特色、一院一品牌到一校

多品的局面化开创，从关键少数、关键问题到关键领域、关

键环节的精准化聚焦，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到特色思政话

语体系的体系化表征，从局面化开创、精准化聚焦、体系化

表征到大众化、普及化、全员化、效益化、效能化的覆盖，

真正体现“大思政课”的“善用”。要形成教育与国家发展的

同向同行，在教育方面，“大思政课”要畅通思政课程、专业

课程、教师思政、学生思政、课程思政、课程德育的沟通渠

道，构建“大思政课”格局，运用、善用“大思政课”，在“大

思政课”的作用下发挥课程带动教育的效果。在国家发展方

面，“大思政课”要内涵党史教育、社会生活，要映射时代发

展、国家软实力，要折射国家形象、发展道路，所以，“大思

政课”，本身就体现教育与国家发展。

对于“大思政课”之“大”的解读事实上是为了在新时

代下清晰地认识“大思政课”，甚至是认识“课程思政”的作

用，在“大思政课”之“善用”上下功夫，是在“大”的背

景之下，思考时代性、理论化、价值性的“大思政课”的理

论表达和话语传递，在“活化”“大思政课”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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