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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历史经验。

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过程中，党建观念的创新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完成建设学习型政

党的战略任务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高校应在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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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这是在

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科学
概念。这个概念鲜明概括了我们党的政党属性，明确

规定了党的学习方式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去进行学习，指出党的学习目标是为了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知识

创造和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中国推动科学发展及

促进社会和谐任务艰巨而繁重，党面临提高领导水平

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历史性

课题。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已成为党始

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已

成为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开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已成为保持和

发展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紧迫任务。 
重视和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

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历史

经验。建设学习型政党党建观念的创新能促进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完成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

任务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高校应在建设

学习型政党中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建设学习型政党党建理念的 
创新能促进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理念的创新 

 
建设学习型政党通过对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 

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学习、创新问题的深入探

讨，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先进的学习、教育、管理理念，

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这些理念主要包括：党

员全面发展的理念，知识建党的理念，全员学习、终

身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全面性学习、开放性学习

的理念，创新性学习、网络化学习、质疑性学习、互

动式学习的理念，学习力、创造力、执行力理念。 
适应全面发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

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理念，以有利于学生全面、协

调、持续发展为目标，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全面发展的

机会。适应知识建党的要求，要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立

德树人、全面育德的理念，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促

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

调发展。适应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要求，

要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普及化、终身化的理念，构筑大

众化的教育机制，构筑终身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扩大

覆盖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扩展。

适应全面性学习、开放性学习的要求，要确立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的理念，健全

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机制，构

筑全社会关心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适应创新

性学习、网络化学习、质疑性学习、互动式学习的要

求，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以致用、务求实效的理念，

通过多种载体，“采用愉快式、体验式、情景式、渗透
式、研究式、探索式、双向互动式、自我教育式等多

种生动有趣的教育方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其针对性和时效性”。[1]适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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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力、创造力和执行力的要求，要确立学习即工作，

工作即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创新的理念，把思想

政治教育渗透到学习和工作任务中去，把培养善于学

习的品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实现教育内

容和学习内容的高度融合，树立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使之始终与时代同步合

拍。 
 

二、完成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 
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完成建设马克思学习型政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

就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上述任务应当而且

必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完成建

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能极大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

的发展。 
1. 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摆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位置 
所谓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新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把握国

情是基础；融合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和根本

途径。时代化包括内容的时代化、形式的时代化、话

语体系的时代化。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

国家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在海

纳百川、博采众长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大众

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

形象化，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所理解、所接受。要

紧密联系师生的思想实际，“把深邃的理论用平实质朴
的语言讲清楚，把深刻的道理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

说明白”。[2] 

2. 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师生列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
想。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高校办学，

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要建设充分反映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造就

一大批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3.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作为思

想政治教育的新的使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

质体现，是党在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日益多样

化形势下团结带领人民开拓前进的精神旗帜。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主题；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抓

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荣辱观，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在大

学生中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

的精神力量和基本的道德规范。”[3] 
 

三、高校应在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切实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概括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的基本指针和目标，即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

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于创新精神。高校要在建

设学习型政党中切实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按照这四句话的要求，注重理论育人，注重文化育人，

注重实践育人。 
1. 注重理论育人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时代环境塑造的群体，需要引

导发展的群体，需要推进自我教育的群体，更是一个

需要加强理论教育的群体”。[4]理论教育是灵魂。要求

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历史使命，明白政治方

向，懂得做人道理，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青年学生。“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作为教学的灵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

教学的主题，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教学的精髓，

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教学的基础”。[5]要不断探索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规律，增强课程的理论性和科

学性，创新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2. 注重文化育人 
要坚持多渠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注重文化

育人，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校

园文化建设、课外活动、日常生活和行政管理中。要

努力完善关注学生需求师生互动的沟通机制，择业指

导与成才指导相结合的职业发展指导机制，全覆盖的

帮困助学机制，积极干预学生心理危机的人格发展导

引机制。要“把管理育人的示范性教育，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交流性教育，学科教学的渗透性教育，班级

思想教育工作的日常性教育，校园文化的感染性教育，

社团和学生会等组织的自主性教育等结合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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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3. 注重实践育人 
高校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

献社会的有效途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青年学生，既需要在认知

上下功夫，也需要在践行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达到认同，做到融会贯通。目前，大学生在校期间

至少参加一次能获得学分的社会实践的要求还远未落

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还存在

“两张皮”的现象，有的社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在思
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教育、活动教育、实践教育中，实

践教育相对薄弱。因此，要深入贯彻中央《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精神，

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增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推动人

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紧密结合，积极构建和创新社

会实践育人体系，使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交互主体、

介体、环体、载体组成的育人系统在理论育人、文化

育人、实践育人中富有成效地和谐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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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a fine tradition of the CPC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keep 
strengthening it,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Party’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the progress of constructing a Marxist 
learning Party, original ideas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To complete 
the strategic task of constructing a Marxist learning Party can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s a result,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while 
constructing a Marxist learn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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