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2021年第5期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从湖

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惊心动魄的斗争讲起，

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

结合起来”[1]。习近平总书记“‘大思政课’我们要

善用之”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不仅为我们进一

步办好思政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进一步

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路径。我们应

准确把握善用“大思政课”的主体，清晰理解善用

“大思政课”的内涵，深刻认识善用“大思政课”的

意义，有效探索善用“大思政课”的路径，以之推

动新时代思政课在守正创新中更好地铸魂育人。

一、“我们”是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

之”这一新理念新要求提出以后，广大思政课教

师反响热烈、行动迅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

学习、深刻领会、深度践行，特别是围绕新时代思

政课该如何“大起来”，从大视野、大格局、大胸

怀、大逻辑等不同维度做了诸多有益探讨，也发

表了很多理论成果。

毫无疑问，思政课教师应当而且必须作为重

要主体参与到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中。但是，

对于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命题践行主体的理

解，如果仅仅限于思政课领域，囿于思政课教师，

那么，便有意无意间将这一宏大命题窄化了。近

年来，围绕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办好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单纯一条线的工作，而

应该是全方位的。要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

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2]；明确要求“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3]；也多次提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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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以闳放的视野和高远

的站位，多次就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向全党全社会提出明确要求。他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党委要把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指导，形

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各地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要多

到高校走走，多同师生接触，多次去高校作报告，

回答师生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5]；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

生命线，各级党委、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党组

织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6]“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

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

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

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7]；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

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

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

课的良好氛围”[8]，等等。

如果将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大思政课’我们要

善用之”中的“我们”，既包括全体思政课教师，也

包括所有教育工作者，还包括全党全社会。换句

话来说，“大思政课”是面向全党全社会提出的一

项明确要求，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只有调动一切

育人主体、发掘一切育人资源、形成强大育人合

力，才能更好地支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大思政课”才能真正实现“善用之”的目标。

二、何为“大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形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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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因此，“思

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

中来讲”[1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思政课”绝不是课堂

之大。再大规模的课堂，放到广袤的天地之间，

都不能称其为大。我们理解“大思政课”丰富内

涵之时，一定要看到宏大的时代，看到鲜活的实

践，看到生动的现实。

《人民日报》2021年3月7日，在报道习近平

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

育界委员、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重要

命题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鲜活的思政课素

材，正是亿万中国人已经书写和正在书写的时代

篇章。那里，有人民的英雄，有英雄的人民，有

‘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上的阔步向前”[11]。这段

话，为我们理解“大思政课”所指何为，提供了应

有的视角。

鲜活的实践、生动的现实，波澜壮阔、横无际

涯，蕴含着理论之源、信念之基、是非之度、情怀

之根，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元素。当我们能够自觉

地将其中的教育元素挖掘出来、整合起来，运用

于立德树人的过程之中时，鲜活的实践、生动的

现实便会成为极具教育效力的“大思政课”。

三、为何要善用“大思政课”

思想政治素质是人的最重要的素质，而决定

思想政治素质的根本性因素则是鲜活的实践、生

动的现实。只有在这种广阔天地之中，我们才能

更好地升华情感、坚定信念。再进一步来说，我

们可以从理论、现实等不同层面来回答为何要善

用“大思政课”。

从理论层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论及人的发展时强调，“这不决定于

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

活……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

助。”[1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出，人的思想

道德素质的提升，或者说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不应立足于意识、思维等主观世界去理解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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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而应根植于现实存在、生活条件等客观世界

来认识和推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展

望了未来的教育，强调“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

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

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

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3]。强调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

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党始终强调、坚持这一基

本原理。今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也将“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作

为基本方针加以规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4]。

中国共产党人也特别强调教育要联系实际、

善用实践。1939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

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比方孙中山先生，他的三民主义是从哪

里学来的呢?孙中山先生进学堂，学的是孔夫子

之类；又进过外国的学堂，就是帝国主义的学校，

学的也不是三民主义的东西。后来他提出了三

民主义，这是出了学堂，自己在工作中学习得来

的。在外国，还有一个马克思，他的马克思主义

也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相反的，在学校里学的

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资本家的道理，是

黑格尔、费尔巴哈那一套。但是，他出了学校门，

认真研究，知道先生的不对，创立了马克思主

义。就是我，在学堂里起初学些孔夫子的东西，

后来，学些资本家的道理，而这些东西，现在我就

用得不多，因为它的基本精神就要不得。我在学

校里，虽然也学到一些三民主义，但是大部分是

在学校外面学的；至于马克思主义，那更不必说

了，完全是在学校门外学到的。所以，我希望同

志们还是在工作中学习的好，只要努力，没有学

不到的东西。”[15]同时，毛泽东也特别强调：“并不

是说反对进学校学习，如果是反对进学校学习，

那末抗大、马列学院、党校、鲁艺都可以不要办

了。不是反对进学校学习，我们要办这些学

校”[16]，他所强调的是，要把教育与社会、实践、环

境等紧密联系起来，既善于读“有字之书”，又善

于读“无字之书”。正是基于此，他在 1957年普

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政治课要联系实际，

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课本要两三年修改

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17]。

邓小平在谈到青年的教育问题时也鲜明指

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

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

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

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

说服他们”[18]。他还谈到，“这些年总的发展不

错，国家情况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学生们放

假回家，可以看到自己家里生活确实发生了变

化，父母也要给他们上课的。”[19]邓小平这些朴实

生动的话语所蕴含的道理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

教育只有和时代发展、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一

起，才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围绕这一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

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

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

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立鸿

鹄志，做奋斗者”[20]。

从现实层面来说，近年来，笔者一直坚持在

做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

显示，是否参与社会实践影响着大学生的理想信

念、成长成才。总之，无论是理论层面的分析，还

是现实层面的调研都表明，只有把思政小课堂与

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善用历史长河、时代大潮、

全球风云中的鲜活素材、生动故事讲好“大思政

课”，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

四、如何善用“大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因

为这个课要求高。”[21]善用“大思政课”更加不容

易，要求也更高。我们只有从多个方面着手，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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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根本要义、把牢核心关钮、明晰基本路径，才能

把“大思政课”讲得有温度、有力度、有效度。

善用“大思政课”需要明确教育导向，打通教

育场域，串连教育内容，让思政课与时代同向、与

现实同频、与实践同行，真正发挥培根铸魂、启智

润心的作用。具体来说，在教育导向上，要实现

小我与大我的贯通，引导学生在“小我融入大我”

中彰显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在教育场域上，

要实现学校与社会的贯通，引导学生在追求真

理、观察社会中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在教育内容上，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历史

与现实的贯通、中国与世界的贯通，引导学生深

刻理解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

在、光明宏大的未来，在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情怀中，进一步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善用“大思政课”需要围绕问题展开对话。

具体来说，“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会有各种问题

存在，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辩证认识、理性

分析现实问题，辨明大是大非、真假黑白，在对社

会假恶丑现象的批判中弘扬真善美。要坚持问

题导向，学生关注的、有疑惑的问题其实也就几

大类，要把这些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深入研究解

答，把事实和道理一条条讲清楚。实际上，有时

候不一定讲得那么高大全，从一个问题切入，把

一个问题讲深，最后触类旁通，可以带动很多关

联问题，有可能是一通百通，提纲挈领。要练就

不怕问、怕不问、见问则喜的真本领，不能见学生

提问就发怵。真理从来是在诘问和辩难中发展

起来的，如果一问就问倒了，那就说明所讲的不

是真理或者自己还没有掌握真理。”[22]2015年-
2020年，我们连续6年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状

况滚动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内容的改进建议上，“密切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积极回应理论热点问题”两个方面一直位居前

列。这提示我们，思政课的实效性和敢不敢于面

对现实问题、善不善于解答热点问题密切关联在

一起，我们所推动的思政课改革创新，所善用的

“大思政课”，要经得起学生各种“为什么”的追

问，才能取得好效果。

从基本路径层面来说，需要重点关注两个维

度。一个维度是，要以波澜壮阔的实践为课堂，

把学生带出去，感受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让他

们在实践中深化理论认知、陶养情操情怀、增强

信仰信念；另一个维度是，要引生动鲜活的实践

进课堂，让学生沉下来，探寻理实交融的无限奥

秘，让他们在课堂上提升实践感悟、探寻事物本

质、把切发展规律。当然，这两个维度都需要老

师带着学生去做，这就给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一方面，把学生带到广阔的天地之中以后，

能不能把现实社会中的教育元素提炼出来，点化

学生，引导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求

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进而实现精神上的洗礼、

思想上的升华，这对于教育者来说是一种考验。

另一方面，把生动鲜活的实践引到课堂以后，能

不能基于鲜活的素材提炼规律，引导学生，激励

他们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代重

任时行胜于言，进而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

番事业，这对于教育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西晋

文学家陆机曾经写过一篇《文赋》，其中有一句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对于教育者从

上述两个维度用好、讲好“大思政课”有很大的启

发意义。“笼天地于形内”启示我们，要胸怀天下，

有宽广的视野，能结合社会现实，通过生动、深

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道理给学生讲清楚、讲明

白；“挫万物于笔端”则启示我们，要心存信仰，有

扎实的功底，能活用多种方式，以透彻的学理分

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让学

生心服口服、受益终身。

在这两个维度上，武汉大学围绕讲好抗疫

“大思政课”，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与实

践，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一是把抗疫战场变

为现实课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大学

两家附属医院先后投入医护人员17000余人，提

供13000多张床位，收治新冠肺炎病患10920人；

涌现出看夕阳老人王欣等众多鼓舞人心的抗疫

故事；接管雷神山医院，创造出“边建边治边培

训”奇迹；全校 1549名学生自愿报名，组成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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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队，为 641名一线医务人员子女结对服务。

其中，99.6％的学生为“90后”，“00后”近半数，党

团员比例超过98％。二是把抗疫故事用作教育

素材。学校组建了全国高校首家“弘扬抗疫精

神，坚定爱国力行”宣讲团。宣讲团由校党委书

记韩进、校长窦贤康担任团长，由 57名成员组

成。博士生宣讲团、青年讲师团、榜样珞珈宣讲

团等，用青春话语讲述抗疫故事，推出“战疫微宣

讲”专题37集，宣讲100余场，覆盖全校两万余名

师生员工。三是把抗疫元素融入文化建设。

2020年 6月 20日，在疫情防控形势有所缓和的

情况下，学校克服重重困难、经过激烈论证，举行

了盛大的毕业典礼，并通过 5G技术向全世界直

播。相关视频在各网络平台播放量超 5000万

次，5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总浏览量超7
亿，被誉为一堂最美大学校园里的“最美思政

课”。学校把抗疫珍贵记忆放进展览馆、博物

馆。精心筹划举办了“我们在一起——武汉大学

抗击新冠疫情特展”，再现了420余幅珍贵照片、

140件(套)一线抗疫实物。展出期间，共接待团

队310批、观展53147人次、志愿讲解1929小时、

超过4000名观众点赞留言。防护服、出入证、消

毒用具、测温仪……展览把丰富的细节保存下

来，把感人的故事传递出去，让师生接受精神的

洗礼、心灵的熏陶。与特展相配合，学校还围绕

弘扬抗疫精神和武大精神主题，举办了“同舟·回

珈”抗疫文艺展演、科普宣传讲座、防疫知识问答

等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展览的传

播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今年 3月，学校举办抗

疫医护赏樱专场，以“最高礼遇”迎接各方抗疫英

雄。1500余名学生和 100余名教师自发担任志

愿者，为58109名医护人员及家属提供“一对一”

服务。在鲲鹏广场，抗疫英雄和师生们共同唱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

《新闻联播》等9档央视栏目26次报道相关内容；

央视、新华社等全国百逾家媒体平台直播赏樱专

场仪式，播放量近千万次；人民日报、央视等新媒

体平台直播学校致敬抗疫英雄文艺晚会，全网播

放量逾 200万次。大家之所以对这类以文化人

活动如此关注，更多的是对活动中间价值元素和

教育力量的关切。四是把抗疫精神融入课程教

学。除了将抗疫精神融入已有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之外，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推动下，学校还组织

教学团队，打造了全省首门高校省级本科素质教

育选修课程——《伟大抗疫精神》，课程以详实的

数据为基，以感人的事例为引，围绕伟大抗疫精

神“由何而来”“体现何处”“何以形成”“价值何

在”“如何弘扬”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在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全省共有 66所高

校的8万多名学生选修了本门课程。以上这些，

都是我们善用“大思政课”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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