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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上好思政课

一、热点概述

办好思政课，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一件事。五年前，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时，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为推进思政课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牢记总

书记的嘱托，五年来，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系统深入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另一件是把自己的想法装

进别人的脑袋。学校的思政课承载着思想引领、价值传递等重要作用，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师需

要努力把思政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为学生所接受，难度挺大。有学生就评价“不爱听”“听了犯糊涂”，

“思政课不好上”也成了不少高校思政老师的共识。思政课要想“圈粉”年轻人，还需要不断创新优化。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中来讲。”每到秋季学期开学，由中宣部、教

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专题节目总会如约而至。全国亿万名中小学生守候

在屏幕前，共上一堂“大思政课”。从“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到通过数字赋能，打造

“云端上的思政课”，如今，课堂内外，内容新颖、形式活泼的思政教学越来越多，引导学生更直接地

感悟伟大思想的实践伟力。

（2）曾几何时，提起学校里的思政课，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听课反应不积极，部分教师也对

思政课的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如何办好思政课，防止课堂的形式化、表面化，让思政课既有“抬头率”，

又有“点头率”，成为摆在学校、教师乃至整个社会面前的重大问题。浓烈的教育情怀，是思政课吸引

学生、说服学生的前提。“欲人勿疑，必先自信。”云南“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开讲 3 年多来，课程观

看人次超 5000 万，打造出思政“金课”，正是因为秉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的宗旨，把身边事、

家国情、报国志融入课堂。能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课，真正打动学生、引导学生。

2.道理论证：

（1）新颖的教学形式，是思政课增加感染力、亲和力的重要方式。思政课不能搞填鸭式的“硬灌

输”和简单的照本宣科，而要注重启发式教育，善于用创新形式和手段讲好故事。通过运用影视剧、纪

录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型教学手段，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党史馆、革命遗址遗迹，打造“行走

的思政课”，激励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让不同类型的学生爱听爱学、听懂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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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证明，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是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基础动力。不调动

发挥好教师的积极性，办好思政课无从谈起，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是一句空话。思政课教师政治

要强，要牢牢把握思政课教学的正确向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政治课，必须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作为基本原则。广大思政课教师应当对所

承担的“关键”课程，所肩负的“铸魂育人”使命有着高度认同，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自觉以国家政

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担起学生健康成长引路人的责任，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

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对策建议：

（1）结合实际，使用更加灵活的教学方法……

（2）建设好高质量的思政教师队伍……

（3）打通大思政课体系……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

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对此，谈谈你对“思政课”的认识。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观点哲理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重要保障。上好思政课，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二步——意义：

其一，有利于引领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律

意识和文化素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淬炼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

其二，有利于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地开设“思政课”

非常必要，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其三，有利于筑牢全民族思想之基。“大思政课”在党中央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上好思政

课对凝魂聚气，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担忧分析：

一方面，部分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过于浅显，缺乏吸引力，一味地“大水漫灌”式教学，导致思政课

的“抬头率”不高……

另一方面，思政课的体系还没有打通，忽视了社会教育对思政教育的促进作用，使理论知识脱离了

实际，学生觉得学了思政课却记不住、用不着，思政课“点头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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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过渡：

当代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各类意见观点的交锋碰撞，很容易产生疑问和困惑，没有思

政课作指引，学生很容易陷入迷茫甚至误入歧途。要想提高思政课的“点头率”和“抬头率”，我们还

可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五步——对策：

第一，进行平等对话。让学生愿意接受思政教学，需要教师主动走进他们“心里”。一方面，要能

够把思政课和青年的成长发展、求职就业等联系起来，学生关注什么就回应什么，让学生在思政课中找

到理论与个体的连接点。另一方面，要放平姿态、转变语态，用“青言青语”将课堂“盘活”……

第二，善于联系实际。老师和学生只有多触摸更多生动鲜活的社会细节，才能在实践的大场景中感

受到思想的魅力，充分理解“青年何为”“何以中国”。在思政课教学时，可以多安排户外实践、红色

景点研学等特色课程，让学生在基层实践中寻找思政理论的“影子”，提高课堂“点头率”……

第三，建设教师队伍。对于思政课教师，学校要打破“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办法，让更多躬耕

于课堂、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思政教师“冒”出来；思政课教师也要主动增强思维能力，开阔知识视野，

善于将国内外的事实、案例、素材融入课堂，将不一样的世界带给学生，提高思政课“抬头率”……

第六步——总结结尾：

上好思政课，关系着未来由一群什么样的人来接力奔跑。我相信做好以上几个方面，学生们能够在

思政课堂中把握时代脉搏，接好时代交给他们的“接力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