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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时评】 

作者：巩克菊（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近日，教育部等 10 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

案》，提出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

建好“大师资”，破解当前思政课建设中的重难点，让思政课活起来、实

起来、强起来。 

思政“大课堂”的建设，并非大数量、大规模课堂，而是要将课堂置

于宏大的时代、鲜活的实践、生动的现实中，解决好“在什么时代背景下，

以什么价值取向，由谁，用哪些内容，采取什么方法，实现什么目标”的

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政课

建设，鲜明提出了思政课的课程性质、根本任务和目标要求，为加强思政

课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和系统安排。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的指引下，

各级党委、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切实提升思政课

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不断推动思政课和思想政治教育开

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思政课教学成效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将校园里的“思政小课堂”与校门外的

“社会大课堂”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多课堂协同的育人优势，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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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学体系的改革创新。近日，教育部还会同科技部、工信部、生态

环境部等 7 部门分专题设立了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其中既有

香山革命纪念馆、八路军太行山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红色旅游

景点，也有安源煤矿、大生纱厂、武钢一号高炉等工业文化遗存，还有北

京协和医院、天津南开医院、西京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类型多种、形式

多样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必将打通青少年心中理论与实践的

“最后一公里”，使他们在案例式、体验式、专题式教学的“大思政课”

中优游涵泳。 

“思政小课堂”不能脱离“社会大课堂”，要实现思政课学校教育与

社会实践教育的有效交互，使学生对所学课程形成强烈的参与感、代入感

和获得感。“大思政课”要在时间维度上把握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

连接，秉持“大历史观”将道理讲深，同时在对时代的深切感知和回应中

保持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前瞻性和先进性，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思政课成为常学常新的时代大课。要通过及时向

学生讲授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国际关系及国内外热点问题，让学生感知

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增强学生对新

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提升学生运用理论

指导实践的能力。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讲好“大思政课”，既涉及理论，又涉及

实践，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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