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强调了党的领导

对做好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立德树人的新使命，确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新要求，为新时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了工作任务。 

1.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新时代要努力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立德树人，是实现这一

育人目标的根本途径。 

在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教育体系中，思政课发挥着“压

舱石”作用。思想教育的途径多种多样，都要通过思政课这

个主渠道连起来；铸魂立德的工作千头万绪，都要通过思政

课这个“针眼”穿起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办好思政课，才能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才能坚

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才能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

引导和栽培”。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青少年时期，是学

习能力最强、接受新事物最快、精力最旺盛的人生“窗口期”，

是人一生中可塑性最强的时期。高校思政课教师怎么抓住青

年学生成长的这一关键时期讲好思政课，怎么调动学生学习

的内在积极性，怎么满足学生成长的内在需要，怎么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实现铸魂育人、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成为思政课教师的新目标、新使命。 

2.高校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

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通过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使学生自

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高校思政课

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其作用不可替代，可以从三个方面

认识： 

其一，思政课是立德管方向的关键课程。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首先必须解决好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方

向性问题。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指导地位，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怎样始终确

保方向正确？关键一环就是思政课。思政课的核心是加强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引导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坚定理想信念。 

其二，思政课是铸魂塑“三观”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

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形塑期。习

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 4 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青

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

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

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怎

么抓住这个关键时期立心铸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思政

课的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是开展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教育，铸牢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课程。 

其三，思政课是强健精神的关键课程。人才培养是育人

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育人为本，本立而道生。育人的目标

是立德树人，核心是强健精神。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

精神的”。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

国家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有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这既是思政课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任务，也是思政课作为关键

课程的目标。 

3.既做“四有好老师”又合“六要”新要求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9 月 9

日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提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标准，号召全

国广大教师要做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2016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要求广大教师做

“四个引路人”，即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

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

的引路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对广大教师的普遍要

求，是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基本功，

是教师完成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时代重任的基本

素质，更是每一名教育工作者都应对照努力的“穿衣镜”。

思政课教师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关键主体”，更

是必须首先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思政课教师队伍，指出

“有了我们这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

政课教师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

好”。 

要把思政课越办越好，要完成“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

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特殊使命和专业

职责，思政课教师仅仅达到这些要求还是不够的。因此，习

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提出了对思政课教师的“六要”新要求，即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

六个方面要求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内涵深刻，又相互关联、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构成了新时代思政课教师的专业标准

和专业内涵，对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4.既做到“四个相统一”又坚持“八个相统一” 

思政课教师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如此重大，使命

如此光荣，任务如此艰巨，没有过硬的本领和作风是不可能

胜任的。因此，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首先必须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相统一”要求，即坚持教书和育

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

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四个相统一”

是广大教师完成人才培养使命必须遵循和坚守的行为规范

与基本准则，也是完成铸魂育人、立德树人时代重任的基本

素质和基本能力，作为教师一员的思政课教师理应做到，而

且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做好。 

其次必须推进思政课教学的改革创新。解决培养什么

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必须落实到怎样培养人的具体行动

上，必须落实到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改革创新上。对思政课的

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

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新要求，并指明了实现这一要求

的新路径，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八个相统一”，即坚持政

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



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

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

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六要”讲的是做一个什么样的思政课教师，而“八个

相统一”则讲的是怎样上好思政课、怎么做好一个思政课教

师。“八个相统一”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

政课、思政课教师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也是对思政课和

思政课教师提出的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既是思政课教师改

革创新的基本原则、基本遵循，也是实现路径、基本方法。

“八个相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出发，对

思政课程各层次、各方面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是思政课教师

教学改革创新的指南针，必将对思政课教师推进思政课教学

改革创新、提高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

育人的能力、水平和实效性，产生强大引导力。 

要把“八个相统一”贯彻到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中，落实

到每一堂思政课上，就要求思政课教师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吃

透“八个相统一”的精神实质，一个一个创新，一点一点突

破，咬紧青山不放松，攻坚克难不罢休，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事业，功在千秋。思政课教

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承担着铸魂育人的光荣使

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办好学校思政课、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抓好落

实，为铸魂育人、立德树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