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量减少“为改而改”的思政课改革！

夏永林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群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都放假了，

最近感觉有些心中发慌，差不多有三周时间没有写东西了，上一篇文

章还是元月 2 日写的，这是我的公众号自推出以来，可能是两篇文章

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元旦之后，主要工作是忙于年终总结、述职和准备学院班子的民

主生活会所需要的各种材料（涉及到学院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

我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学院意识形态工作、师德师风工作、安全稳定工

作、扶贫工作的材料，还有我代表班子的述职和个人述职的材料等）。

这两天也还在上班，也没有彻底休息，今天上午才刚刚参加了一个学

校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协调会。但是，内心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就是“思

政课教学改革”的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什么要改革、究竟要改什么、如何进行思政课

改革，是近几年来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话题，也是自己一直在仔细思考

的一个问题。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言必提思政课改革；有些改革思

路清晰、措施得当、效果显著；而有些改革看起来轰轰烈烈、听起来

很高大上、总结起来一套一套，但是从其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往往

大多是形式大于内容、有些是新瓶装陈酒，确有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倾

向。前些天在西电马院放假前组织的思政课集体备课中，中央财大马

院院长冯秀军教授有一个提法，提出要防止出现“改革的贫困”的观

点，个人甚是赞同。思政课不改革没有出路，但是要谨防毫无准备、



随心所欲、为改而改的思政课改革。

思政课教学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因为新时代我们党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

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发，提出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必

须把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求做到“全员育人、全过

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

课程，在育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内容比较陈旧、工艺不够先进、包

装不够时尚”的问题，没有能够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达到的“思

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等方面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够反映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诉求和切实有效地解答他们的思想困惑。尽管思政

课教师也还算是比较卖力，但学生好像并不怎么买账。经常出现“你

讲你的、我干我的，相安无事”的独角戏场面，甚至有大量逃课的现

象。当然，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仔细回顾了一下 2004 年中

央“16 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其中关于对大学生思政状况的分析与我们的

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和解决现实

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文件写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

挑战。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大学生面

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

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



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

差异性日益增强。这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

识、创业意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

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

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

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

同时，“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

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地方、部门和学校的领导对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办法不多。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哲学社会

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

紧，少数学校没有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

学的全过程。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少数教师不能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文件中对于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出的要求是：“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

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

要途径，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要按照充分体现当代马克

思主义最新成果的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

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工作。要联系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



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论武装

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

手段。要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宏观指导，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在

几年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情况有明显改善。”

可以看到，从 2004 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到 2016 年全国思政工作会议

的召开，尽管高校也在按照 16 号文件的要求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进

行改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根本问题，

就是实效性不强。这期间从全国来看，有关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教

育教学改革，写了多少文章、立了多少个项目、开展了多少相关改革，

特别是最后的效果到底怎样、该如何评价所开展的这些改革是一个大

的问题。这里绝没有否定我们这个领域大家曾经做过的大量的工作，

只是想说这样一个道理，即那些真正梳理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

中的“真问题”的改革，才有可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也才能够有针对

性地解决现实问题。上次听了冯秀军教授介绍的基于真问题的“问题

链”的思政课改革就很受启发。

全国思政工作会议之后，又相继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全国思政

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建设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提出了“六要”“八统一”的要求和思路，教育部也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相关文件，就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提出了“思路创优、师资创优、教材创优、教法创优、机制创优

和环境创优”的改革思路，这种改革是一种宏观的“大思路”的改革，



为各个高校、为思政课教师进行的思政课具体改革提供了根本指导。

但在具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和教学过程中，到底改什么、怎么改，

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和现成模式，都是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和各个学校自

身的实际情况的所拥有的教育教学资源而设计展开，其中的主线就是

要围绕着提升“育人实效”这一根本目标而展开。

反观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混淆了“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效果”。当然，要提升思想政治

理论课育人效果，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工作，包括党委

重视、政策支持、体制保障、课程建设等等，没有“工作”何来的“效

果”。但是对待“建设工作”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真正从教育

的本质入手和出发，育人目标、目的明确，这样的思政课建设就会靶

向明确、就会遵循规律，就会问题清晰、就会久久为功，不会在意一

些眼前的和表面的指标；二是从完成某项指标任务和追求某些亮点工

作，这样的思政课改革，没有从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的需要、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三观”出发，这样的改革不仅学生不会接受、更不会满

意，而且更多的是做了形式上的“加法”，教师也不认同，因而也就

很难取得真正的效果。

以“工作”为导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这样的工作往往是比较具

体，完全是按照文件的要求来完成任务，工作的被动性较强；有些改

革的着眼点是“亮点指标”，改革的目的是给上级、给领导看的而不

是为了解决真问题而改革；有些改革是随大溜、赶时髦，别人都在改，

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改，改革的模仿性很强，看起来热闹、实际上



不解决任何问题，颇有形式主义的风范。

以“育人”为导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最为突出的就是以学生为

中心、以学生成长成才为对象，这样的改革的着眼点在于育人的长效

视角而不仅仅在于眼前，就会深刻地理解“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

关键课程”论述的内涵与精神实质，就会很好地把处理教学中的具体

问题和通过课程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和价值引导的关系，就会在思政

课改革中不仅仅重“术”，更是要重“本”。

思政课教师其实很不好当，不仅课程的要求高，而且对于教师的要求

更高。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思政课教学改革重形式轻内容，有的时

候也是与一些思政课教师入行时间不长、对于课程、对于育人的理解

不够深入透彻有关，也是其教学生涯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但愿我们

的思政课建设主体、我们的思政课教学及改革的主题，能够在不断的

学习中提高自身的认识，不断探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认认真真实

施精准调研，认真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自己面对的“真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真正的解决改革的动力、改革的目的、改革的办法和

改革的效果相统一的问题，尽量减少“为改而改”的思政课改革、尽

量减少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