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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的思政课全面贯彻了党的方针,全面塑造和培养人才,对培养新一代青年的正确人生观、价

值观有着重要作用,思政课的教学体系中理论型知识居多,这就要求新时代的高校需加强一体化建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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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principles 

and comprehensively shape and train talent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th. Most of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is in the teaching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hich requir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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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体化教学是指熟悉整个知识的框

架体系,在学习中将知识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起来,让新一代青年把学到的思政

课理念应用到生活中,在历史的感悟中将

国家与民族的使命与自身联系起来。随社

会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人才

的要求标准不断提高,不仅要求岗位上

的人才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更需要

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新时代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更显得尤

为重要。不但要推进理论课程与实践课

程的一体化,更要推进课程与学生成长

规律、课程内容与国家时局的一体化,

才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符合社会

发展的需要[1]。 

1 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一体

化的背景 

1.1国家时政背景 

1.1.1国家领导人提出高校思政课

一体化的要求 

高校思政课全面贯彻着党的方针,对

新一代青年起到立德树人的作用,高校思

政课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迎合中国社会

的发展要求,让新一代青年在历史的感悟

中能够将自身与时代的需求联系起来,作

为一个立德树人的基本学科,新时代的高

校思政课也应当推进一体化建设,国家领

导人也曾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座谈会上

曾经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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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中小学循序渐

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

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由此可见,新时代

高校的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尤为重要。 

1.1.2新时代要求学生将知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一体化教学建设要求学生在学习思

政课时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起

来,进行整体性的、统筹性的学习,在学

习思政课的过程中,学生受到爱国精神、

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鼓舞,并能在日常生

活中发扬这种精神,对提升我国的教育

水平、国家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少年强则国强,只有少年真正地把真理

实践起来,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才能够增强,真正地落实国家的方针,为

国家达到长远的目标奠定基础。 

1.2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 

1.2.1教育应时代不断改革,构建综

合的教育体系 

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要求较低,只是

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知识,明白各个阶段

的知识模块,并没有将各个阶段的知识

体系相结合起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起来。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社会

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传统教育已然不

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故教

育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改革。近

年来教育部不断地制定合适的培养人才

的策略,构建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目标

体系,真正落实教学中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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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理论与实践结合是教育改革的

核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

句话在教育中也同样适用,教学中的知

识多为笼统的、概念的,是需要人们的想

象力去构造的一个体系,而实时地把知

识运用到生活中或日后的职业岗位上又

是另外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学习中

的实践部分,实践是基于知识理论体系

至上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个具体的措

施,它化知识体系的概念为具体,化知识

理论的单一为综合,但它与知识理论又

不可脱离,理论与实践结合能让学生更

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理论,能及时

地在实践中得到理论知识学习的反馈,

所以高校的教学应将理论与实践两大教

育范畴紧密联系起来,迎合教育改革的

要求,促进教育水平的提升。 

1.4社会需求 

1.4.1当代社会更需要综合性人才 

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在各方面的实力都有着飞跃的进步,对

人才也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现在的社

会更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熟悉掌握理论的

人才,更需要的是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实

践动手能力强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更能

更快地适应岗位,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

力很强,更能适应市场中的千变万化。只

有在实践中不断探寻真理,才能够更全

面地看到自身的不足。 

1.4.2高校应加强建设学科一体化

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学校是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重要机构,

因此在平日的教学中,教师应从不同阶

段制定不同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课程计

划,显然一体化教学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一体化教学更能让学生掌握统筹化、系

统化的学习方法,并把这样的方法渗透

到日后的岗位当中,成为一个对国家有

建设性的人才。 

2 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一体

化的措施 

2.1坚持理论和实践课程的一体化

的原则 

传统的教学坚持理论教学为主,实

践教学为辅的理念,而新时代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需要坚持理论和实践课程一体

化的原则,所以高校的教学应以实践课

程为中心进行教学设置。实践课程可设

置为让学生在课前做关于课程的调研的

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分组讨论,在课后积

极参与无偿的公益活动或结合时事热点

做相关性总结,理论课程是实践课程的

基础,而实践课程又是理论课程实现的

途径,思政课作为培育学生思想政治的

文化课,不应当只局限于概念,而应当把

概念具体化、细致化,发扬思政课学到的

精神与理念[2]。 

实践课程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无

论是在课前、课中还是课后都应当与理

论课程相结合,同时在实践教学中还应

发挥好知识理论的引导作用,增强知识

理论的实效性。 

2.2坚持各阶段思政课内容一体化

的原则 

传统的教育模式是零散的,思政课

的各类内容模块相关性不强,各阶段的

思政课内容相关性不强。一体化教学体

系不仅要求真理与实践的一体化,更要

求各阶段、各模块的思政课内容一体化

的原则。 

2.3坚持思政课理念一体化的原则 

开展思政课是国家对新时代青年开

展德育工作的主要方式,思政课弘扬社

会主义道德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

新时代的青年提供正确的道德法治指向, 

大中小学的思政课贯穿了新时代少年的

整个学习生涯历程,故思政课的课程设

置十分重要。在思政课上应以什么样的内

容为重点,给学生应当主要传达什么思想

应是各高校应当重点注重的问题。要推进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首先要坚

持课程设置与国家时政相结合的原则,

虽然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会改变,

但针对不同时局提出的政策在实时地改

变。高校在开展思政课的过程中,应当多

举当下我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发展中的

各类问题的实例作为课程参考的对象,

思政课主要是树立学生价值观、道德观

的课程,课程设置不能够脱离社会的实

际发展状况而独立生存。 

3 总结 

本篇文章对新时代学校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进行了研究,从推进新时代高校

思政课一体化的背景和推进新时代高校

思政课一体化的措施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思政课是一门与时政关系密切的课程,

国家领导人在高校的思政课座谈会上提

出了高校思政课一体化的要求,要求推

进思政课的统筹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

社会接班人,同样新时代也对于思政课

教学提出了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只有把学习到的思政课理念发扬到生活

中去,才算完成了“认识知识”到“掌握

知识”的转换,社会在发展,人民素质在

提高,对人才的要求也相对提高,这就要

求思政课教学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革

新,符合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推进新

时代高校思政课一体化,需要坚持理论

和实践课程一体化、坚持各阶段思政课

内容一体化、坚持思政课理念一体化、

坚持思政课与改革内容一体化、教学过

程与反馈一体化的原则,从思政课教育

的各方面进行一体化建设,将思政课建

设成为一个统筹性的学科,让学生螺旋

式上升地学习,从中受益,发展成为对社

会建设有贡献的人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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