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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中思政课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刘会芳 霍发虎

 甘肃省永登县第一中学

摘要：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要在中学

阶段开好思政课，要坚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刻把握思政课的本质，充分发挥其价

值引领作用。大胆探索思政课教学改革，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守正创新，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高中思政课也要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紧跟新时代步伐，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浪潮中，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中思政课要把

握时代脉搏、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一、让高中思政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思想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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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行动指南，是我们在新时代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的强大思想武器。高中思政课要推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2、将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教学，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的重要要求。高中思政课要

开展政治教育、理论宣讲、系统研学和研究阐释等多

种形式的教育和实践活动，将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思

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需要构建不同学

段“协同作战”的教学体系，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

发展。新时代高中思政课，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以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二、让高中思政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向同行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科学

社会主义必将大放异彩的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

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

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是

办好新时代思政课的根基，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政课

就会失去灵魂、走偏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

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贯穿大中小学不同学段思政课

的中心线索。在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过程中，要做到

的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主战场，使学生

们在耳濡目染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真正做到“学

真马、真学马；用真马、真用马”，铸牢理想信念之基。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从而坚定理论

自信。

2、新时代的思政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不动摇，才能保证我们的思政课教师在涉及方向性问

题上，站稳政治立场，把握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将

科学真理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中思政课教学要着眼培育堪当民

族复兴大人的时代新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重

点突出、层次分明、整体联动的“大思政课”课程内

容体系。让高中思政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行，用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孕育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

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把马克思主义、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的贯彻到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中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到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让高中思政课与马克思主义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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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三、让高中思政课与中国式现代化同向同行

1、新时代新征程，思想政治教育要服从和服务于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大思政课”

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鲜活素材。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思政课课堂

讲好我国的人口国情，提高教育的针对性；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凝聚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思想政治课

坚持两手抓，提高精神境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广泛传播新发展理念，建设美

丽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高中思政课要肩负起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

历史使命，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这是提升

课堂感染力和亲和力的重要资源和重要途径。要以中

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为素材，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引导学生

们把爱国情、强国志转化为报国行，自觉融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思政课要传播时代精神，弘

扬时代正气，凝聚时代力量，激励高中学生投身到中

国式现代化伟大建设事业之中，让高中思政课与中国

式现代化同向同行。

四、让高中思政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同向同行。

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总书

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思政

课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

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

和吸引力。高中思政课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文

化的教育资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为变化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思政课教

育内容，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与传统文化智慧

的深层融合。

1、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愿景。中国梦的

核心要义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

为了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

感召力，就在于它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我们国家和

民族的美好前景，也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的完美融合。中国梦作为国家的宏伟蓝图，为高中思

2、思政课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充分挖掘地方红色文化、

校史资源，把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伟大成就、英雄

模范的先进事迹等引入课堂，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把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融入高中课堂，

用好各类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教展览等场所，

遴选建设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组织活动，

教育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报国强国

之志。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

讲话精神，传承好、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髓，切实发挥思政课文化育人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思政课的文化底蕴，提升高中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能

力。

五、让高中思政课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向同向

同行

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鲜明的时代主题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中国梦的提出和深入阐释，为中学生提供了明

确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寄托。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梦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

在高中思政课教学中结合学生的大学梦、强国梦、教

育梦、科技梦等、  开展中国梦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有助于引导他们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将

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将中国

梦融入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深化教育内涵、提

升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更是引领青年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增强爱国志、践行报国行，投身与实现伟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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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让高中思政课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向同行

1、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

立德”。“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要理直

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立

德树人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这

一任务的关键性课程，思政课教师是落实这一任务的

重要力量。近年来，全国教育战线深入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持续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思政课教学针对性和吸引力不断提高，汇聚起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强大力量。

2、思政课教师要进一步用好用活各种资源，推动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大力提升育人效果。我们

要在新时代推动思政课朝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打造更

多思政“金课”、“银课”、着力建设一支可靠、可信、

可敬，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立足思

政课堂，担当“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

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七、让高中思政课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向同行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格局必将发生深

刻调整。这指世界正在经历的大态势，也指中国面临

的大态势。需要把办好思政课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把握来落实，

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把握来落实，从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把握来落

实。

2、当此之际，更需要不断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

思政课应该跟现实结合起来，立足“两个大局”讲好“大

思政课”，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动实践，聚焦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建

设“大思政课”。不断增强高中思政课的思想性、理

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紧密结合现实，把“大思政

课”讲得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我们要深入理解

“大思政课”的本质内涵，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扎实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改

革创新，用好用活历史、现实、国际社会的宝贵素材，

切实提升“大思政课”培根铸魂实效，更好担负起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培养能适应世界大变

局的国际性人才。

 总之，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我们广大思政课

老师也迎来了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也面临着严峻挑

战。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思政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它是我们思想的根基，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是我们灵

魂的灯塔。我们一定要坚持守正创新，建设好大思政

课舞台，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让高中思政课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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