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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条件下，大学思政教育重要的措置就是在“大思政”的创新思维

框架下，建立“思政共同体”的完整教育发展体系，从高职教育的层面立论，并以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的教育实践作为探讨的实践基础。使大学生无处不在的沐浴着思政教育的春风，茁壮成长为建设现代

化强国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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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ower，the important measures of unive

rsity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to establish the comple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of "ideological co

mmun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big education"，from the leve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the education practice of Xi'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the practical basis of discussion. So t

hat college students everywhere bathed in the spring breez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rivi

ng for the useful talents to building a moder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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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技术革命形成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时代，从根本上

颠覆了传统信息传递和信息覆盖的僵化与割裂模式，各种思潮

的无障碍传播和思想多元化的发展，使大学思政教育面临着不

同于以往的新形势。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

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1]
为大学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立“思政共同体”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大学尤其是高职院校整合思政教育的各种资源，建立“思政共

同体”有历史的必要性和现实的紧迫性。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

和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为现代化强国建设

提供有用人才，是大学思政教育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工作任务
[2]
。

全面改革传统的大学思想教育模式，建立起大学“思政共同体”

的创新型教育体系，是新时代实行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必

然趋势。 

一、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

性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是大学建立“思政共同体”的

现实需要。我国正在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但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建设现代化强

国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和顽强挑战。 

从国内讲，市场经济自身的利益驱动机制，不可避免的产

生拜金主义、利益至上、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顽强的挑战着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

又会顽强挑战社会主义应有的公平、公正的社会追求，产生损

人利己、躺平怠懒的思想倾向，这些都会严重干扰正在思想成

长、价值观定型期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使得进行正确的社会主

义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日益凸显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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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讲，西方势力利用现代产品输入和文化传媒，肆意

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地位，与我

们争夺第一资源的人才。在这种险象环生的国际局势下，强化

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政治思想坚定、有良好道德修

养的一代大学生，更成为实现第二个宏伟目标的紧迫需要。 

再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实际讲，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更为复

杂多样。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程度和就业趋向远不如普通高

校，高职学生在思想上本身就有低人一等的社会定位，在大学

生就业竞争白热化的现实生活中，更容易产生思想颓废、不思

进取和学习躺平怠惰的思想倾向，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建立高职院校的思政共同体，用新时代的新手段

和新内容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使大学的思政教育如同无

时不刻、随时随地环绕在大学生的身边，是当前高职院校实行

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紧迫需要。 

二、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建立“思政共同体 ”就是基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

过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和协同作用，形成一个旨在包括学校教

育内部的不同阶段，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教育的外部支持

力量在内的推进思政课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一）“思政共同体”教师队伍建设 

1、高校思政课教师是思政教育的育人主体，他们承担着

向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任务。因此，高校必须建立

起一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虔心热爱思政教育职业的思政教

师队伍，实行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联动，使各门课程在内容设

计上能够相互照应、彼此渗透，尤其是要培育思政教育的学术

大师、领军人才并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支持，形成有一定

影响力的优质教学案例、课件、讲义、短视频等示范性的“金

牌课程”，以优质内容激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引领大学生的

理论追寻热情。 

2、高校学生辅导员是连接学生与各种学习资源的中间环

节。大学辅导员更能够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需要出发，有

的放矢的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必须建设一支专兼

结合、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辅导员队伍。特别是要推进思政

课教师与辅导员的融合发展。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在职业

培养上具有目标一致性、功能互补性、发展相通性的特点，要

为两支队伍进行工作交流、问题探讨、课题申报等搭建合作平

台、建立合作机制，实现两者融合共振。 

3、遴选“思政导师”是大学思政教育的创新形式。这种

工作机制打破了思政教师单一的教学体制，从各类教师中遴选

有坚实理论基础并热心从事思政教育的教师担任“思想导师”，

可以使他们对大学生进行“一对一”更为密切的思想疏导和思

想教育。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思想导师 ”的培养和管理。

要提供更多的机会使这些“思想导师 ”能够脱颖而出，使他

们在学生中能够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拥有更多的志同

道合的“思想粉丝”。这就需要聚焦思想导师的教学和科研水

平，严把政治关、师德关和业务关，使他们真正成为大学生佩

服的思想楷模和效法对象。 

（二）“思政共同体”教学方法创新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通力合作是思政教育在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往的教育体系下，思政课程与专业课

程平行发展，互不照应，“德育”与“才育”互不沟通，这便

需要打通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思政课程能

够贴近专业课程的内容，引导专业课程的政治方向，又使专业

课程能够体现思政课程的良苦用心，证明思政课程内容的真理

性，向课程思政的方向发展，两者互相支持，相得益彰。同时

也需要专业课教师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紧密配合，相互支撑

的实施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时时皆有思政，处处即有思政的

共生局面。 

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连接学校和社会的桥梁，也是打通

理论与实践最后一公里的地方。因此，必须将教学实践纳入思

政教育的体系之中。思政课程的教学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这种

结合不仅表现为与教学内容与实践的结合，还可以通过这种实

践树立热爱劳动的价值旨趣，感受劳动创造的无限荣光。同时，

这种结合还表现在思政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即通过社会层

面的参观学习或者志愿者活动使大学生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和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比强大，

感受中华民族的无比自豪。这就需要建立一支具有政治责任感

和工作责任心的实践指导教师队伍，尤其是毕业实践指导教师

队伍，使他们在帮助学生与社会各种形式的联系上发挥应有的

作用。 

家庭是学生的出发点和情感的最终归宿，应将家长纳入思

政教育体系。学校和家庭在树德育人上有着目标的一致性，将

学生家长纳入思政教育的体系之中，使学生家长在亲情联系和

潜移默化中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这就需要学校尤其是思政教

育教师或辅导员与学生家长之间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工作联系，

了解学生潜在的思想活动和情感需求，双方都有的放矢的参与

学生的思政教育之中。 

网络教育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新手段，是当前大学生获得

信息最直接和最有力的途径。互联网具有传播力度快捷和覆盖

面宽厚以及生动直观的特点，高校从事网络节目编导和主播的

同志依然是大学思政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同志，

办好院校的公众号和传播平台，及时发布党的最近政策动态，

现代化建设的崭新成就以及院校工作的新变化，特别是突出宣

传学生身边有典型代表性的先进个人和先进事迹，使之成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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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手机能够率先接收到的优质信号，从而加强思政教育对网络

媒体的主导地位和引导作用。 

三、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同体”的实践价值 

大学建立“思政共同体”的新型教育形态，有很强的实践

价值，它可以有力推进大学思政教育朝着内涵式高质量的方向

发展。以西安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教育实践为例，探讨其时代

价值和现实作用。 

西安职业技术学院是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

职业教育学院。党的二十大以后，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强

化思政教育共同体建设，使学校的思政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局面。他们的工作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思政教师、辅导员以及课程思政之间的相互照

应、彼此联动工作机制，聚合主体力量，共同发力，提升思政

教育的质量。一是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思政教师队伍是思

政共同体最基本和主要的力量，是提升思政教育的关键所在，

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思政课程和思政教师的培养，采取集体备课

会、讲课比赛、课程短视频展演、专题培训等形式，加强思政

课程自身的建设，打造了一批在学生中具有影响力的“金牌课

程”和“思政名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二是思政教师与辅

导员的交叉换位，实行两者之间的紧密结合，即鼓励一部分辅

导员担任思政课程的教学任务，提升辅导员的理论素养；同时

安排思政教师担任一定时间的学生辅导员工作，使之更加贴近

学生的思想实际，实行二者的一体化发展。三是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的彼此联动，融合共振，守望相助。这主要是采取交叉

听课制度、综合性备课会、课程报告会以及共同遴选思想导师

等形式，架构起两类教师沟通的桥梁，使两部分教师相互通气、

彼此照应，共同协力，提升思政教育的综合效力。 

第二、强化思政教师、辅导员、教学实践指导教师和实习

单位、学生家长之间的信息反馈机制。一是通过思政教师、辅

导员与学生家长之间比较稳定的信息交换制度，使学生家长及

时了解学生在校学习的思想动态，从家庭生活的角度加强正确

的思想引导；又使思政教师、辅导员可以同步了解学生归家和

离校期间的思想变化，两者合力将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二是

通过就业指导教师与实习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换制度，使实习指

导教师能够真切了解学生实习期间的思想活动，同时通过邀请

实习单位的工作人员来校举办毕业形势和用人实际报告会等

形式，沟通人才需求和人才供应的相互信息，使两者知己知彼，

互相促进。将学生毕业工作落到实处，又为学校调整人才培养

方向提供了真实资料。 

第三，共同加强对网络的示范和引导工作。在自媒体时代，

学校不能听任学生自媒体的自发发展，要实行积极干预与引

导，对学生起到示范和引导的作用。一是办好院系公众号的传

播平台，用优质信息和精美制作使之成为主流媒体；二是鼓励

优秀教师开办个人公众号，强化自媒体的正能量覆盖率。鼓励

一批有思想、有道德的教师开办个人媒体，加强正能量的传播

力量，是引导自媒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我校个别教师个人

公众号已经获得上千稳定粉丝的实际可充分证明。 

四、结语： 

高校“思政共同体”的建立，是有效整合高校育人主体、

课程建设、组织保障各种资源，实行思政教育一体化的系统工

程。通过这些有益的“思政共同体”建设，西安职业技术学院

的思政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2023 年全年思政课的到课

率达到 98%；思政课考试成绩合格率达到 99.6%；学生对思政

课教师满意程度达到 92%以上；同时，学生的违纪率下降到 8%，

个别院系学生的违纪现象几乎为零，有力改观了学校的整体面

貌，使学校 2023 年度获得陕西省高职院校心理工作年度优秀

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荣获 2023 年西安市教科文卫体系统“模

范职工之家”称号，有力表现出建立“思政共同体”的现实作

用。 

这种在大学党委统一领导下，聚合思政课教师、大学辅导

员、学生思想导师、教学和社会实践指导教师以及包括学生家

长、网络编导和主播在内的思政教育共同体和系统化工作平

台，大家各守其责、各尽所能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实施政治思

想教育，促使大学思政教育以守望相助的新形式、联动共振的

新形态、彼此照应的新机制有力推动思政教育一体化的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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